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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2023年12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工商联会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
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厅，联合发布

“2023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3
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
显示，2023宁夏民营企业百强入围门槛为
营业收入5.66亿元，比上一届提高2.59亿
元，增长84.36%。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银川隆基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位列榜单前三。

从产业分布情况看，入围企业分布在
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入围
90家，较上一届增加15家；第三产业入
围10家，较上一届减少13家；有66家
企业涉及“六新六特六优”产业。

从技术创新情况看，有73家企业有
研发投入，较上一届增加了19家，增长
35.19%；研发经费共计59.46亿元，较上
一届增长37.84亿元，增长175.02%。有
74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
发与研制，有75家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完
成科技成果转化，有73家企业已实施或
计划实施数字化转型，有72家企业采取
多种措施实施绿色低碳发展。

从纳税和就业情况看，2022年，民
营企业100强缴纳税收总额达155.06亿
元，占全区同期税收总额的25.62%。缴
纳税收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23家。民
营企业100强员工总数为161490人，4
家企业2022年员工人数超过万人。

从公司治理情况看，92家企业已实
行现代企业制度，83家企业已建立健全

法律风险控制体系和预警防范机制。
从参与国家和自治区发展战略情况

看，有59家企业参与了乡村振兴战略，
90家企业采取各类措施提升创新能力，
90家企业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83家
企业参与了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介绍，这是宁夏第二次发布“宁夏
民营企业100强榜单”。近年来，宁夏始
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政策、机制
等多个层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新时
代10年，民营经济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了近 50%的GDP、近 50%的税收、
近 60%的营业收入、近 60%的研发投
入、近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
的法人单位数量。2023年1-10月，宁夏
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3%，民营企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5.8%。

宁夏发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入围门槛为营业收入5.66亿元

本报记者 范文杰

畅通法治为民“直通车”；打造
“法治体检”升级版；打好法律服务
“组合拳”……近两年，大连市倾听
社会各界呼声，加快构建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经营主体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收到明显成效。

2022年上半年，大连各类经营
主 体 累 计 实 有 87.14 万 户 ， 增 长
7.33%，但尚未达到“培育和发展88
万户”的节点目标和数量要求。

“能否做到依法平等保护、激发
经营主体活力，直接反映着营商环境
状况、影响着城市发展预期。”2022
年 8月 26日，大连市政协围绕“依
法保护企业权益”召开双月协商座谈
会，以广泛调研形成的19篇建言材
料，从不同角度与17个党政部门和
单位展开磋商。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张彦敏委员建议推行涉
企行政执法检查“逆向建档，监督倒
查”机制，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经营主
体的监督作用，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
检查提供“透视镜”“导航仪”“金钥
匙”。

董立群委员呼吁积极推进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由检察机关推动有关主
管部门或社会组织建立金融财税、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违法行为负面清
单，实现“从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
转变。

王爱群委员主张深入开展中小微
企业“法治体检”等服务，围绕法治
环境保障、公司治理结构、风险防范
化解等，帮助中小微企业梳理排查法
律风险点和法律问题，提出预防风
险、解决纠纷的对策建议。

2023年初召开的大连市政协全
会期间，市政协法制委提交《关于依
法保护企业权益、提升经营主体活力
的提案》，继续予以推动。同时，“构
造城市增长模型、优化要素配置、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等内容被写进《政
协大连市委员会2023年工作要点》。

一年多来，市政协提出的多条建
议被相关部门“照单全收”。

“提案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提
升执法司法质效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市司法局结合提案办
理，紧紧围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立足“一个统
筹、四大职能”，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等方面精
准发力，着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其中，继2022年深入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检查“逆向建
档、监督倒查”工作，着眼进一步打通企业参与行政执法监督
渠道，2023年5月又经过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和区（市）县司
法行政部门推荐，确定建立151个行政执法监督市级企业联系
点、安排168名行政执法监督市级社会监督员，最终形成跨层
级、跨领域的社会监督体系。

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处罚标准化，2023年上半年，市司法
局印发《关于推行大连市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
的通知》，要求执法部门建立不予处罚事项、从轻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事项、免予行政强制事项“四张清单”制度，截至
2023年7月上旬，全市共有不予行政处罚事项2360项、从轻
行政处罚事项2079项、减轻行政处罚事项298项、不予行政
强制措施185项，将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工作全面纳入规范化、
法治化轨道。

针对政协委员提出的“积极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建
议，市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联合市工商联、市
财政局、市司法局等11家单位共同会签印发《关于建立大连
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
市两级人民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在全市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建立营商环境窗口，对涉企案件进行“一站式”、全
流程服务。同时，深入推进诉源治理，推动多元解纷力量下沉
基层，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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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厝 沿 街
亮 起 了 红 灯
笼，光明港北
岸休闲区人来
人 往 ，“ 潮 溜
街”首个潮流
网红夜市“井
喷 式 ” 客 满
…… 夜 幕 降
临 ， 华 灯 初
上，福建省福
州市晋安区 11
个夜色经济街
区悄然点亮城
市中各具特色
的“夜地标”。

“ ‘ 夜 经
济 ’ 离 不 开

‘夜文化’，缺
少文化内涵和
地方特色的盲
目跟风易引发
消费者审美疲
劳 。” 2023 年
12月 26日，在
晋安区政协十
届 三 次 会 议
上 ，“ 夜 色 经
济”如何高质
量发展成为委
员们热议的话
题。

在 委 员 们
看来，当前全
区 “ 夜 色 经
济”基本采用

“城市综合体+
夜 市 ”“ 商 业

街+夜市”和“街边夜市”的模式，其内容
不够丰满，地方文化特色不够凸显，消费软
环境须进一步提升。

委员们建议，进一步明确“夜色经济”
的模式和定位，强化文化赋能、数字赋能、
多维聚能，尤其依托全区的寿山石、软木
画、木根雕、茉莉花茶等特色文化内涵，并
充分利用古城遗址、闽王白马王文化等34
个非遗项目，9处市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
等，进一步完善街区、乡镇旅游品牌，塑造
有地方特色、主题特色的文化 IP，推动晋
安区夜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打开“新大门”。

如何运用多种形式发展“夜色经济”
新业态？委员们提出，进一步划定国潮物
品、文玩古物、绿植盆栽、文创产品等不
同特色内容的专门夜市，策划举办音乐
节、温泉节等文旅活动，营造休闲街区的
夜间文化、娱乐、购物环境，给消费者带
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延伸夜间消费链条，
增加休闲街区商业价值，进而吸引外地旅
游客流，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全区“夜色
经济”大发展。

当前，“夜色经济”逐渐成为提振消费
的“金钥匙”。晋安区政协主席张忠健表
示，将坚持把促进民生改善作为区政协履职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持续推进“一镇街一品
牌”建设，持续开展为民解忧办实事活动，
持续打造一批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一线协
商”品牌，为建设现代化新晋安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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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走进重庆云阳县红狮镇
永福村的菊花种植基地，但见1000余亩
的三峡阳菊正竞相绽放。村民韩道银一
边采摘，一边笑着对记者说：“以前要到
很远的地方打工，如今在基地务工，一
天采摘 120 多斤菊花，能赚 100 多元
钱，还能照顾家人。”

据了解，红狮镇自引入云阳芸山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来，种植阳菊1.1万亩，
覆盖18个乡镇41个村社，带动3000余
农户增收。云阳县前不久获评重庆市第一
批“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区县。

近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进“万企兴万
村”行动，动员民营企业生力军积极投身
乡村振兴主战场。在山城农村广袤的土地
上，众多民营企业既实现了自身发展，也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由“帮”转“兴”铺就“致富路”

从重庆中心城区驱车3个多小时，沿
着蜿蜒曲折的水泥硬化路，翻过几道郁郁
葱葱的山梁后，就到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桥头镇。土家风情的瓦屋小镇、各式各样
的知名餐饮店以及来来往往的车辆、游
人，都在展示着这个小镇的勃勃生机。
2023年11月22日晚，伴随着陶然居瓦屋
小镇“万企兴万村”行动重点项目启用暨
2023年写生艺术节拉开帷幕，这个大山
深处的小镇洋溢着幸福快乐的气氛。

2022年 5月，全国工商联餐饮委员
会主席、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陶然

居集团董事长严琦第一次到桥头镇考察。
“人少、产业少、配套少”是她对桥头镇的
初始印象。

在桥头镇相关负责人的热情邀请下，严
琦决定在桥头镇践行民营企业对社会的担当
与责任，快马加鞭落实产业，带动“万企兴
万村”热潮：200亩豆瓣非遗基地、300亩
莼菜基地、1000亩辣椒种植，打造陶然半
山民宿、果酒作坊、高山腊肉加工厂、数字
乡村太空舱智慧酒店、瓦屋小镇，还以“产
教融合”方式联合梁平职教中心共同打造乡
村振兴产业学院，引入与农家乐产业相关培
训项目，让村民学有所用，增添致富底气。

“以前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更多注重
‘帮’，而今的立足点在于‘兴’。”严琦认为，从
“万企帮万村”到“万企兴万村”，能更好带动
乡村振兴。

桥头镇党委书记王东称，如今的桥头镇
已经由“招商”进入“选商”，58家企业慕
名而来，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日新月异。

“典型”带动 共绘“新画卷”

在踊跃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重庆市
广大民企和商会通过产业投资、技术培训、
公益捐赠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积极参与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市各地涌现出大
批发展前景好、带动效应强的典型项目。

每到丰收时节，在涪陵区蔺市镇美心红
酒小镇，空气中便弥漫着沁人肺腑的葡萄
香。从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到如今满目葱
茏的果园，在市工商联“万企兴万村”行动

的引领下，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在这
个曾经的“空壳村”构建起各类旅游业态，
当地旅游产业链日趋完善。

原本冷清的乡村，缘何一下子热闹起
来？美心红酒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依
托旅游资源推动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加强与
周边乡镇村落的区域合作，打造集种植、采
摘、生产、酿造、销售、观光、研学等于一
体的葡萄酒生产基地，壮大了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民俗文化、民宿经济、生态康养等
特色产业，还用索道公园的空中索道交通网
络打通了乡村旅游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经重庆市“万企兴万村”行动领
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包括美心红酒小镇旅
游度假区在内的共101个项目（企业）被认
定为第一批重庆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

“造血”赋能 跑出“加速度”

企业家带来了产业，如何让村民拥有创
业、守业的能力？

正是柑橘采摘期，走进荣昌区清流镇龙
井庙村的重庆市珑景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柑橘基地，看着满树的柑橘，该村党总支书
记况朝贵满脸欣慰：“今年是柑橘树第一年
挂果，年末迎来丰收，亩产量约在 1500
斤，总产值预计达17万余元。”

龙井庙村距荣昌城区45公里，曾因种
植技术缺乏、销售渠道不畅等原因，柑橘种
植一度陷入瓶颈。为帮助果农拓宽销售渠
道，增强果农信心，2023年 3月，荣昌区
工商联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荣商

联商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结合龙井庙村村
情实际，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这两年到柑橘基地务工，不仅有收
入，还能学到先进的柑橘种植技术。”在相
隔不远的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村民邓长鸣
也曾因为缺乏种植经验而导致柑橘产量低。
随着重庆兆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到来，他
的心里又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重庆兆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秦兆
宏介绍，自“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
公司发挥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示范引领
作用，在当地率先建设了标准化柑橘园，组
织农技服务队员为种植大户提供“一对一”
技术指导，助农增产增收。

“这两年学到了科学的种植方法和经
验，自家果树产量至少提高了50%。”邓长
鸣脸上挂满了笑容。

“万企兴万村，政府主导是前提，民营
企业是关键，共建共赢是核心，群众受益是
目标。”重庆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全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来，市工商
联与市“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协同开展了“万企兴万村”回报家乡专项
行动、村企（商会）结对帮扶等活动，引导
民营企业和商会聚焦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原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开展重点帮扶。

“一头是企业的发展，一头是群众增
收。”时下，乘着“万企兴万村”行动的东
风，重庆正聚拢广大民企的智慧和力量，跑
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奋力绘就乡村振兴
新画卷。

铺就“致富路”共绘“新画卷”
——重庆市大力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掠影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高吕艳杏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最南端的徐闻县有着
“中国菠萝之乡”的美誉，菠萝年产量超过70
万吨，是当地农业的拳头产品。近年来，斑兰
产业在徐闻“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条高产值
全产业链条的新路子，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再
添重磅砝码。这得益于广州市南沙区派驻湛江
市徐闻县和安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以下简
称“驻和安镇工作队”）的到来。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帮什么——
因地制宜以种植斑兰为突破口

2021 年 6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
《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广
东创新开启史上规模最大的帮扶行动，选派优
秀干部组建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同年7月，
驻和安镇工作队进驻徐闻县和安镇开展帮扶
工作。

进驻伊始，驻和安镇工作队通过摸底发
现，和安镇经济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全镇耕地
面积1764公顷，富硒红土地肥沃，适宜开展
种植产业，但甘蔗、菠萝、香蕉等主要经济作
物单位产值较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工作队对镇
属的十余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全范围的走访
调研，并且通过建立“和安镇产业发展工作
群”，深入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制定帮扶措
施。很快，工作队便了解到广东香兰谷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兰谷公司”）面临
的发展困境。

彼时，香兰谷公司在该地承包300余亩坡
地，种植斑兰、柚子等。由于斑兰叶销售渠道久
久未能打通，几乎到了停工停产的状态，而“一
棵斑兰叶苗就得几块钱”，看着地里的斑兰越长
越好，香兰谷公司却高兴不起来。

斑兰是一种香气馥郁的热带绿色植物，具有
多种保健功效，加工后可广泛应用于食品、日
化、香烟等领域，种植一次可采收10至15年，
有较高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更难得的是，和安
镇具备了斑兰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经过充分论
证，工作队提出打造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斑兰全产业链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规
划，通过大力推广并发展斑兰特色种植产业，与
斑兰加工、食品零售企业联动，构建现代化规模
种植体系，助力和安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打开斑兰叶销路，为和安镇谋划一条长
远稳定的“致富路”，借助广州的工作资源，工
作队了解到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名花公司”）作为综合实力位居香精香料行业
国内前10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正计划将斑兰打
造为核心产品线，未来对斑兰原料的供应有很大
需求，这为和安镇的斑兰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机遇。于是，工作队多次拜访该公司，向公司高
层推介和安镇大规模种植斑兰的优势条件。工作
队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名花公司高层，名花公司董
事长亲自带队到和安镇香兰谷公司斑兰种植基地
参观考察。经实地检测土壤富硒，斑兰叶品质
好。名花公司最终确定收购种植基地产出的所有
斑兰叶并签订长期收购合同。

同时为了做大斑兰产业，扩大种植规模，驻

和安镇工作队大力推动撂荒地复耕复种。香兰谷
公司原有种植用地旁边有130亩撂荒耕地，该片
土地因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等因素丢荒了16年
之久，早已杂草丛生，香兰谷公司有意租用这片
土地，但投入几十万元翻耕也未能有效盘活。在
工作队的力促下，和安镇将涉及和安、后湖、云
头3个行政村130多亩的撂荒地重新流转起来，
租给香兰谷公司种植斑兰，工作队还向当地镇政
府申请投入资金改造撂荒地的排灌设施，解决香
兰谷公司的后顾之忧，支持公司扩大斑兰种植规
模，打造和安镇斑兰产业链示范基地。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怎么帮——
深加工打通产、供、销环节

从2022年3月开始复耕撂荒地，到2023年
2月种上斑兰苗。短短一段时间，撂荒地华丽变
身斑兰产业园。在工作队的引导下，香兰谷公司
正积极延伸价值链，探讨多种产业发展新模式，
采取套种番薯、玉米等粮食类作物的方式，在保
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发展。同时在
工作队科技特派员、当地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
香兰谷公司启动了斑兰鸡、斑兰鸭等养殖项目尝
试，并拓展斑兰皖鱼养殖和香水柠檬间种，通过
种养结合，丰富特色产业内容。

“菠萝亩产值大约4000元，而斑兰亩产值可
超2万元。而且仅有菠萝一个主导产业太单一，
长期单一种植也不利于土地肥力。”驻和安镇工
作队队长王明利表示，在深入详细的调研基础
上，工作队以“帮扶既有产业做大做强、引入新

型企业持续推动”的思路着手谋划助推和安镇的
产业发展。斑兰产业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抓手。

同时，随着斑兰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工作
队，还是两家公司都意识到，按现在采摘好叶子
运往广州加工的模式，已很难适应产业大规模发
展的需求。于是，工作队今年初推动名花公司到
和安镇投资兴业，承租280亩撂荒地并一次性支
付20年租金给农户。驻和安镇工作队利用南沙
区自筹资金200万元支持建设加工厂房，撬动名
花公司1700万元投资，政企协作打造乡村振兴
帮扶车间。名花公司与香兰谷公司开展深度合
作，收购当地斑兰叶，在和安进行清洗、切碎、
烘干等初步加工，再运往广州进一步深加工，打
通“产、供、销”环节。

据了解，加工厂房将在明年投产，届时斑兰
叶及周边地区农产品可实现就地加工，预计提供
400个就业岗位，实现群众稳定就业。每年可为
当地斑兰种植户带来2400万元经济收入，让撂
荒地成为“致富田”、开出“致富花”。

“引进一片斑兰叶，牵动了产业振兴‘山海
情’。”徐闻县和安镇党委书记邱之放说，从广州
南沙到湛江和安，两地一路共同见证了斑兰叶在
这里生根发芽，如今小小斑兰叶摇身变为群众的

“摇钱树”。据了解，和安镇斑兰链产业示范基地
总投入已超1000万元，斑兰叶种植面积已扩大
至约500亩，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带动周
边50名农户稳定就地就近就业，农忙季节用工
达300人以上，农户年收入增长约6万元。目
前，工作队正推动镇政府启动占地280亩的项目
二期建设前期工作，三期项目计划大力发动周边
群众种植斑兰，计划将种植面积扩大至1万亩，
带动近6000名村民共同致富。

“产业帮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兼
顾，加强资源整合。”王明利总结了和安镇斑兰
产业发展的经验。他认为，“对策共商、工作共
推、成效共促”的工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集中
资源、集中力量，促成镇政府、村委会、科研院
校、龙头企业四方通力合作，撬动更多的社会资
源参与乡村振兴，让斑兰叶香飘产业振兴“致富
田”。

撂荒地开出了“产业花”
广州市南沙区帮扶徐闻县和安镇打造斑兰产业链

本报记者 林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