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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生态环境优越。

春
风
浩
荡
启
新
程

扬
帆
远
航
正
当
时

奋
力
向
再
造
一
个
现
代
化
新
恩
平
进
发

春风浩荡启新程，扬帆远航正当时。紧跟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和江门全市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的步伐，2月19日上午，恩平市召开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2024年开局工作会议，动员全市上下扬

帆起航，以只争朝夕、分秒必争的精神状态，全面吹响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冲锋号，奋力向再造一

个现代化新恩平进发。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胡伟杰

在这万物竞发的春天里，高质量
发展已成为时代最强音。

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将建
成通车，江门迎来“大桥经济”“黄金
内湾”的历史机遇。恩平是粤港澳大
湾区连接粤西地区和辐射大西南地
区的重要节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

“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为恩平加快
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
遇。同时，随着深中通道、黄茅海跨
海通道将全线通车，恩平与大湾区城
市群将形成1.5小时经济生活圈。

去年12月，省发布《珠江口西岸
都市圈发展规划》，对2023-2030年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下称“珠西都市
圈”）的建设作出详细规划，规划中有
16处内容直接涉及恩平，涵盖交通、
产业、生态环境、城乡融合等多个领
域，为恩平带来了更多政策机遇。

上级政策红利不断叠加。省纵
向帮扶和省“双百行动”服务队进驻
恩平，主动参与、大力支持恩平经济
社会各项工作。同时，安排中山市南
头镇与恩平开展产业结对协作，推动
中山（恩平）智能家电产业园加快建

设。江门市安排蓬江、江海与恩平结
对协同发展，推动共建江门水都产业
园，组建跨区域教育集团。上级的政
策红利正在恩平加速释放，恩平的发
展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广阔前
景。

好的政策叠加、快的条件充分、
进的潜力巨大，坐拥时与势的恩平，
已经具备在更高层次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和条件。

面对新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高
质量发展之路该如何走？恩平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牢牢把握坚持高质量
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条赛道跑到底，立愚公移
山之志、积滴水穿石之功，按照十四届
恩平市委既定目标任务，保持拼的姿
态、抢的劲头，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向
最难处攻坚、向最深处使劲，确保今年
完成GDP增长6%以上的目标，打造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以高质
量发展的步步推进，赢得现代化建设的
节节胜利。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慢进亦
退、不创新必退。省委把“百千万

工 程 ”
作为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头 号
工程”，明确
恩平属于进位
类县，这与恩平
追赶发展的定位不
谋而合。恩平将乘着“百
千万工程”的东风，紧盯“一年开局
起步、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显著变
化、十年根本改变”的目标，全面整
合资源、充分发挥所长，推动恩平
市在进位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实
现新跨越。

新的一年，恩平将牢牢把握好利
用好“大桥经济”“黄金内湾”“珠西都
市圈”等各项利好政策、重大机遇，积
极承接湾区城市人才、资金、资源、技
术等方面溢出，加强跨界地区协调合
作，推动设施衔接、产业协同、空间融
合、环境共保，为构建“一核三极、两
圈四轴”的珠西都市圈总体发展格局
贡献更多恩平力量。

交通建设方面，配合推进深南
高速江门段、镇海湾高速等项目前
期工作，完成国道G325线立项，加

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经济生活
圈。产业发展方面，主动承接产业
有序转移，加快中山（恩平）智能
家电产业园建设，今年引进亿元
项目 10个以上。文旅体发展方
面，加强与湾区城市的文旅体合
作，办好第十五届全运会山地
自行车竞赛项目、环粤港澳大湾
区自行车城市挑战赛等赛事。
同时，做好新时代“侨”文章，与
委内瑞拉伊市、多米尼加圣市深
度共建国际友好城市。

新的一年，恩平将以
“头号工程”力度深入推
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
进强县促镇带村。做好

“土特产”文章，围绕“产
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
力，加快生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万亩广陈皮产
业区建设，打造“恩平优

品”。大力推进“1145”强镇工
程，重点推动沙湖打造省级典型

镇示范样板，建好8条省首批典型
村。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抓好第四
批老旧小区改造、农村环卫一体化
等工作，建设品质县城、美丽圩镇、
和美乡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办
好美食消费节、“村BA”等活动，做
旺圩镇、提振商气。

紧紧围绕恩平市委十四届六次
全会提出的“镇镇有声、部门出彩”
工作要求，努力在各自赛道上赛龙

夺锦，在各自领域擂台上比拼争先，
共同推动恩平发展的“有模有样”。
各镇街、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协同
作战，合力解决好一个个问题、服务
好一间间企业，以镇街、部门各个

“大小齿轮”的齐动、每个“零部件”
的无缝配合，推动恩平这部“甲壳
虫”变身“大黄蜂”，聚力打败发展中
的路障“野马”，上演好恩平高质量
发展的“变形金刚”。

各镇（街）围绕“有声”，进一步
明确自身在“三区”协同发展和

“1145”强镇工程中的定位，清单式
分析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突破
口在哪里，因地制宜、因镇施策，全
力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各部门围
绕“出彩”，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的
沟通联系，掌握政策动向，把工作谋
划再深入一些、精准一些，确保各项
工作有项目支撑、有具体方案、有落
实举措，能够落地见效。

A 紧跟时代争先进位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B 下好“改革开放”棋 全力推进融湾建设

C 下好“产业发展”棋 培育恩平特色现代产业体系

经过多年深耕，恩平产业门类完
备，国家41个工业大类中，恩平市规
上和规下工业共有34个门类，其中
规上工业大类有24个、规下工业大
类有34个。民营经济活跃，2023年
民间工业投资（69.75亿元）占全市工
业投资（88.36亿元）的78.9%。坐拥

“中国演艺装备产业基地”“中国纳米
碳酸钙产业基地”等工业品牌。

此外，恩平的土地开发强度仅为
8.2%，土地资源较为充足。恩平工业
用地均价每亩29万元，远远低于广
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土
地资源要素成本低。恩平工业园成
功扩园，面积由414.9公顷（6224亩）
扩展到2047.8公顷（30717亩），发展
空间和潜力巨大。

新的一年，恩平将坚持实体经济
为本、“制造业当家”，进一步强化大
抓工业、抓大工业的工作导向，在集
群化链条化发展上持续用力，在产业
优势领域、特色领域精耕细作、锻造
独门绝技，推动新兴产业长强枝、传
统产业开新花，以工业大发展带动经
济实力大增长，培育具有恩平特色的
现代产业体系。

久久为功紧抓兴支柱产业。坚
持以长远的目光发展壮大智能装备
制造、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新
兴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
比较优势，加快智能装备特色产业
园、道氏新材料产业园和珠西科创智
谷等大项目建设，不断提升产业聚集
度和竞争力。

提质增效升级传统支柱产业。
推动陶瓷产业加快技术改造、绿色化
转型，着力解决高耗能问题；纺织产

业产品、平台向下游延伸，着力解决
产业链不长问题；电声器材产业坚持
扶大育优，发挥好海天电子等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把小而散的企业聚集起
来，探索建立企业联合体和品牌，着
力解决产业相对分散、量不大的问
题。

营商环境方面，强化“人人都是
营商环境”的责任意识，以“现在慢一
步，未来滞后两三步”的危机感和紧
迫感，从营商环境最突出的短板弱项
抓起，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打好优化
营商环境攻坚战。推动企业投资项
目“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流程再造”，编制简洁明了
的办事流程图，让办事企业群众“一
看就明白、一来就会办”。全面兑现

“制造业23条”等各项惠企稳企暖企
政策，提升政府公信力，以实际行动
积极助企纾困，吸引更多企业投资恩
平、落地恩平、扎根恩平。

金融服务方面，建立健全激励机
制和约束机制，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破解企业
融资难题。推动金融服务向镇村下
沉，探索“政银企村（户）”共建模式，
破解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难题。

招商引资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主动参与招商，构建政府、企业、协
会（商会）联动的多元招商格局，在更
大范围、更长链条上招商选商。聚焦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补链强链，大力引
进链主型企业以及单项冠军、隐形冠
军、专精特新等大企业、大项目，加快
实现数控机床整机生产闭环目标。
聚焦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延链强链，

积极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升
“四标十优”等特色农产品附加值。
聚焦水产品养殖业补链强链，引进一
批带动性强、发展后劲足的特种水产
养殖企业，推动水产养殖精细化、规
模化、特色化发展。

项目转化方面，持续深化项目建
设18个月转化机制，全过程跟进指
导、全流程提前介入、全方位要素保
障，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在最
短时间内推动项目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发挥“尖刀党支部”作用，全域
开展低效产业用地整治，抓好“熟地
招商”，全力破解“项目等地”难题，千
方百计腾出恩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推
动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
签约一批、落地一
批、建成一批、
投产一批
的 良 好
格局。

D

新质生产
力，“新”在新
的 科 学 技
术、新的生
产方式、新
的产业形
态，核心
要义是以
科技创新
驱动生产
力向新的
质态跃升。

新的一
年，恩平将紧

紧抓住科技创
新这个“牛鼻子”，

把创新落到企业上、
产业上、发展上，“以新提

质”，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新
的质态跃升，实现产业科技互促双
强。

坚持向“新”而行，力争实现
R&D经费增长15%。加快新兴产
业发展。抢抓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
济的机遇，着力在“海陆空”无人智
能产业上引进更多种子项目，谋划

建设“无人机试飞基地”。深入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推
动省科学院江门产研院恩平分院运
营。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与广东
工业大学合作共建恩平产业创新研
究院，全市孵化载体在孵企业达35
家以上。加快组建智能装备领域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力争全市科技特
派员入库达50人。加强农业信息
化建设，在恩城、良西安装智能化田
间测报站，完善农业监测设备和技
术手段。

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人才是决
定性因素。恩平将聚焦人才集聚，
再造发展新优势。持续实施“恩才
回归”计划，今年新增各类人才
5000人以上。全力做好重要乡贤、
华侨人脉维护工作，探索设立引才
工作站，深化恩港澳人才合作。深
化打造“园区技校”项目品牌，用好
江门市技师学院恩平智造学院，强
化政企校联动，深化“订单式”人才
培养。加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保障
力度，完成恩大创客中心建设，推动
人才公寓动工建设，提升人才服务
水平。

下好“科技创新”棋

实现产业科技互促双强

E 下好“镇村提质”棋

深入推动“百千万工程”

F 下好“生态建设”棋

全力建设绿美恩平

恩平生态资源丰富，生态优势
无可比拟，拥有全国珍稀的镇海湾
万亩红树林、珠三角唯一原始次生
林—七星坑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
鳌峰山、响水龙潭等省级森林公

园；有大小河流13条、水库
100 多个，地表水水质

优良率达 100%，锦
江水库水质常年为
I 类。气候舒适
宜人，年平均
气温 22.7℃，
年均负氧离
子含量每立
方厘米2192
个，优良天
数排名广东
省前列，是
全国首个“中
国避寒宜居
地”、全国首个

“ 中 国 温 泉 之
乡”“中国天然氧

吧”。
新的一年，恩平

将全面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
部署，完成县镇村植树的“万千百”
任务。加快“醉氧温泉·农旅画廊”

“锦江百里画廊”等示范带和响水龙
潭绿美广东生态示范点建设。大力
发展全域水经济，加快江门水都产
业园、沿锦江高端水产品产业示范
带建设。加快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工作，打造更多高效转
化的“恩平样板”。

今年是恩平市撤县建市 30 周
年。

三十而立。回望过去，30 年
来，恩平强市富民、创业创新的梦想
从未改变，敢为善为、图强争先的脚
步从未停歇，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三十而励。展望未来，恩平将
励精图治，实干笃行、奋楫争先，抖
擞生龙活虎的精神、鼓舞龙腾虎跃
的气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
道上步履坚定、勇往直前，奋力推动
恩平高质量发展实现四季花开不
断、一路繁花似锦。

恩平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恩平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恩平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图为恩平市行政服务中心。

恩平将以科技创新驱动恩平将以科技创新驱动
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