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8月份，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1.6%，工业增值税全市排名第一；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市排名第二，商业增值税
全市排名第三，完成全社会R&D经费支出
1.65亿元……从中，我们看到靖州经济发展
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靖州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全力推进招商引资、
积极强化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据了解，靖州县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积
极培育以杨梅、茯苓、山核桃、竹木深加工和
新材料为代表的“五大”产业，目前，已初步
形成具有靖州特色的产业体系，电子等新兴
行业强势推进。

推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是重要抓手。
靖州县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龙头、以招商引资
为载体、以诚信服务为基础，不断加大招商引
资工作力度。该县立足县情实际，抢抓建设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大机遇，突

出在特色产业深加工、存量企业产业链条向
中高端延伸、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开展实效
招商，在方法上注重以商招商、完善金融服务
链、特色产业科技成果招商，不断增强工业发
展后劲。

同时，靖州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
实各项政策，着力强化企业帮扶。该县通过
搭建全程代办、法律咨询、财务指导、科技研
发、用工保障、开放合作、融资担保、营销推广
等“八大服务平台”，做实县领导联系企业帮
扶制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让企业
安心、放心发展。

该县还不断推进商贸流通。通过繁荣
中央大街、国际商贸城等现有商业综合体，培
育体验消费、时尚消费、“夜经济”等消费新热
点，推动消费增长；完善市场体系建设，重点
推进老茯苓市场转型升级和理顺乡镇农贸市
场的管理机制；完善物流体系，打造茯苓贸易

加工中心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突出发展电子
商务，全力打造“一村一品”，充分挖掘各村
（特别是贫困村）初级农产品和初加工农产
品，通过电商渠道帮助群众增收；积极支持一
品东方、金茶油等企业扩大外贸出口。

为增强科技引领，靖州县注重招商引资
与招商引智、科技创新相结合，进一步推动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专项工程，对企业开展梯度培
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推进工业集中区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努力争创省级创新型县（市）。

以决胜全面小康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实施“一个中心，四
大战略”，强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全产业链开发……今天，靖州县正沿着既
定的目标拼搏前行，在湘西南大地奋力谱写
创新发展新篇章。

湖南靖州：融合发展开发全产业链
今年6月上旬，为加快推进文

旅融合、提振消费市场信心、促进
居民放心消费，“一品东方”2020
湖南靖州杨梅丰收节暨消费扶贫
活动开在“云端”，线上直播“带
货”。久负盛名的杨梅和独具特色
的文化，吸引网友纷至沓来，“云”
游杨梅之乡——靖州，“云”品初夏
最甜水果——杨梅。

地处湘西南、湘黔桂三省接边区
域的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靖州县），是“中国杨梅之乡”
“中国茯苓之乡”，先后获得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国家级杨梅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及其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省特色县域经济农副产品加工重
点县、省首批十个特色农业小镇——
杨梅小镇等发展平台。

近年来，靖州县立足县情实
际，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坚持“种植
基地+加工园区+科研中心+现代
物流+文化旅游”五位一体的产业
发展理念，把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
促进多元融合的载体，大力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全产业
链开发，为促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凝聚起强大力量。

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是靖州县

的坚定选择。
近年来，依托茯苓、杨梅等特色资源，靖

州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
发展以特色资源为基础、特色产业为支柱、
骨干企业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形成了以杨
梅、茯苓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年创总产值逾100亿元。

为筑牢产业发展基石，靖州县科学规划
布局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行高标准开梯、高
标准种植、高标准培管，推进产业基地新扩和
提质增效。该县按照“政府引导，主体带动，
农户参与”的建设模式，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和
农户参与基地建设，并积极选育、引进、推广
新品种、新技术，制定发布杨梅、茯苓地方标
准，重点推广杨梅矮化、避雨栽培、杨梅茯苓
套种等先进技术。

同时，高水平做加工，为产业安装强大
引擎。靖州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现代
流通，发挥龙头企业在全产业链中的纽带、
串联作用，发挥电商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目前，产业园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茯苓集散地、茯苓加工及出口
基地、茯苓定价中心，有“世界茯苓看中国，
中国茯苓看靖州”的美誉。

该县不断优化投资硬环境，新建园区标
准化厂房，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35千伏
变电站投入使用，建成运行小微企业孵化中
心、创业服务中心、杨梅茯苓展示中心，进一
步巩固全国茯苓集散中心地位。鼓励企业
研发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大力开
发以茯苓为主的功能性食品和药食同源产
品，以杨梅为主的食品、饮料、黄酮衍生物产
品。坚持内培外引，成功引进国药控股、康
尔国际等国内一流企业，形成从初加工到精
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我们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品
牌化经营，着力将产业园打造成为农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靖州县相关领导表示。

以品质铸就品牌。不断完善园区标准
化生产体系和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建成湘黔
桂三省接边区域最大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成功创建国家级杨梅、茯苓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及其示范区、国家级出口茯苓质
量安全示范区。目前，“三品一标”认证达16
个，绿色食品认证9个，“靖州杨梅”获评湖
南省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以科技支撑品牌。充分发挥科技对现
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与推动作用，加快促进农
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积极与中国中医药
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产学
研合作，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建成
省级研发中心1个、院士工作站1个。

以营销推介品牌。靖州县成功获批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立电商产
业园，实现村级电商服务点全覆盖。引进顺
丰、德邦、京东等全国大型物流企业，与惠农
网、网上供销社、喜乐购等电商企业合作，形
成冷链车、高铁、飞机运输的立体化配送体
系。成功举办第二届全国茯苓大会，向全国
茯苓产区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提供茯
苓菌种和种植技术。

作为全国唯一的苗族侗族自治县，靖
州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美丽地方，被誉为“五
福之地”：苗侗祖地、商贸重地、文化圣地、生
态绿地、特色产地。

这里有被世人誉为“易学源头，苗侗根
祖；南蛮首府，祈福圣地”的飞山，有“流淌在
童话世界里的快乐老家”——地笋苗寨，有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古驿站”——岩脚侗寨，
有“文运昌盛的圣坛”——文峰塔，有“大自
然空调”——排牙山森林公园……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茯苓交易专业市场，
每年集散茯苓7.8万吨，占全国的70%；杨梅
基地10万亩，居中南五省第一，是国家杨梅
标准化示范区；山核桃基地5.6万亩，居湖南
第一，是国家山核桃栽培与综合加工示范区。

近年来，靖州县积极探索实践“加工园
区+种养基地+科研中心+现代物流+文化旅
游”五位一体的特色产业发展新业态，实现
苗木繁育、基地建设、冷藏保鲜、包装运输、

加工增值、互联网+、品种选育、产品研发、标
准制定、技术推广、农旅餐饮、采摘体验、休
闲观光等全产业链开发。

“我们加快培育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
模式、新优势，把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促进
多元融合的载体，推动园区与城区、园区与
景区加快融合。”靖州县园区负责人介绍说。

推动产城共建协调发展。靖州茯苓科
技产业园按照“特色凸显、产业集聚、创新创
业、产城融合、绿色生态”的发展定位，依托
独特的区位、交通、资源优势，建成职中新校
区、电力公司、新汽车站等一批公共服务设
施，逐步实现城区基础设施和市政管理职能
向园区延伸，园区公共配套设施与城区共建
共享，推进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一
体发展。

推动农业工业共享发展。坚持用抓工

业的理念、思路、机制和方法抓农业，统一规
划布局、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统一项目安排、
统一提供服务。成立靖州县产业园区办公
室和产业投资公司。同时，建设茯苓科技产
业园、木洞杨梅产业园和飞山现代农业产业
园，三个“小园”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共
同构成“大园”，把园区打造成“多园一体”的
现代农业综合体。

推动园区景区共同发展。按照“山上有
基地、山中有庄园、山下有景区”的发展思
路，将杨梅、茯苓与旅游景点、少数民族文
化、少数民族风情、特色村寨等有机结合，建
成全国品种最齐全的杨梅品种园和最大的
杨梅生态博物馆，集杨梅加工、杨梅文化、杨
梅采摘于一体的的杨梅生态产业园，形成十
万梅山风光、百里苗侗画廊，吸引各方游客
纷至沓来，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依托特色资源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多元融合发展 加快培育新业态新优势

优化营商环境 招大引强集聚发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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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自然资源
助力靖州发展

美丽靖州美丽靖州。。 刘刚刘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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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局坚持以“资源利用、资源保护、资源
管控”为目标，以积极应对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导向，着力
探索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的新思路、新
办法，全力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
坚强的资源保障。

该局突出空间保障，狠抓资源高效利
用。全力做好用地报批工作，有效推出土
地供应，扎实开展闲置土地处置，有序开
展土地收储，并加强自然资源保护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突出综合整治，狠抓用地指
标破解，通过大力实施土地开发整治，强
力推进增减挂钩，科学开展高标准基本农
田划定，有效释放资源潜力。

同时，突出规划管控，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格局。该局全面启动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积极开展县、乡两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加快推进多规合
一。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严格落实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措施，严格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刚性约束，落实
部、省、市关于用途转用审批、许可程序
的优化措施。

为有效保护耕地，该局严格把好“三
关”。把好“规划关”，对不符合规划用途
的坚决不予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
续，非农建设项目凡是圈外用地的，必须
按法定程序先批准调规后批准建设用地；
把好“制度关”，狠抓制度的兑现和落实，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全部与补充
耕地项目进行挂钩，实现了耕地占补平
衡；把好“审查关”，把基本农田“五不准”
作为底线，对占用基本农田的严格进行审
批，使建设占用耕地数量降到最低，确保
了全县28.6万亩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

为维护自然资源管理良好秩序，该局
着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健全行
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并认真
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切实做好信访
维稳工作。同时，强化自然资源执法监
督，扎实做好 2020 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
法监督检查工作，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
度，充分利用动态巡查、举报电话及信访
平台，全方位多渠道捕捉违法线索，依法
履行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职责。

该局还着力突出惠民便民，狠抓民生
保障。今年以来，有序推进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工作，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服务，
多措并举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全面启动农
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
登记颁证，有力有效化解了一批房地产领
域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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