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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地处福建北部，经济总量
多年来在全省排位靠后。这个经
济相对后发地市，近两年却拒绝了
81 个不符合产业导向的外来投资
项目。

通过坚持绿色经济、绿色城乡、
绿色消费、绿色生态的“四绿”发展
路径，去年南平多项经济运行指标
已跃居全省前列。当地干部群众认
为，只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青山
绿水”就将成为南平超越发达地区
的最大优势。

两年81个项目被拒
之门外

记者日前走进南平市环保局总
工程师林茂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处
理一份紧急公函。“南平市下属一个
县的一家屠宰业龙头企业，希望配
套投资建设一个大型养殖基地，正
在报送环保审批申请。”林茂说。

林茂告诉记者：“这个项目规模
很大，又是配套项目，很诱人。”但是
南平市政府此前已规定，未按要求
完成养殖业整治的地区，暂停新养
殖场环评审批。“这个县目前就属于
环评限批地区，我们只能对这个项
目说‘不’。”

南平严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审批
关，对高耗能、有污染等不符合绿色
发展导向的投资项目，坚决拒之门
外。自2012年至今，全市环保部门
共否决 81 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涉及化工、
畜牧业、建材、金属加工、塑料制品
等多个产业。

“近年南平各县市的‘招商选
资’意识增强了；相关第三方环评
机构也给落后产能提高了‘绿色门

槛’；最终被环保部门否决的项目并
不多，大部分都被挡在前几道门槛
之外。”林茂说。

“暂时的拒绝”赢得绿
色发展空间

“有的基层干部不理解，说这样
拒人于千里之外，耽误了多少投资，
耽误了发展。”曾经长期在厦门工作
的南平市委书记裴金佳告诉记者，
自己刚到南平时，也曾想通过承接
沿海产业转移加快推动南平经济
增长。

“但在深入分析南平的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和区位特点之后，我们
感觉到，如果简单承接沿海产业转
移，若干年后，这些产业还将转移出
去，留给南平的就只有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裴金佳说。

南平地处闽江源头，素有“福建
粮仓”“南方林海”“中国竹乡”之
称，全市森林覆盖率 71.14%，是环
保部命名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境内的武夷山是全国 4 个“双世
遗”之一，具有世界同纬度最典型、
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亚热带原
生性森林系统。

欧浦登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光学
玻璃生产商。2010 年欧浦登四处
选址，为全球最薄的 0.7 毫米液晶
面板贴膜工艺选择“最洁净的水”。
当欧浦登找到森林覆盖率82.8%的
南平市顺昌县时，立即被这里清洁
的水质所吸引。

仅用了 4 个月，欧浦登顺昌公
司就建成投产。与国内其他三个
欧浦登生产基地相比，顺昌基地的
产品合格率最高，达到了 97%。
2013 年欧浦登顺昌公司接到美国
苹果公司的5000万片触摸屏基板
订单。

暂时的拒绝，为南平迎来了
更多发展的机会。去年前 11 个
月，南平引进投资项目 698 个，投
资总额超 2000 亿元，涉及生物、

电 子 、旅 游 养 生 等 多 个 绿 色 产
业。一大批知名的大企业、大集团
相继落户，对这个山区地市来说前
所未有。

南平“绿色加减法”

一方面是对非绿色产业坚决说
“不”，另一方面是欠发达地区面临
的发展压力。南平拒绝了粗放型发
展路子，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蹚出
一条新路。

近两年，南平明确提出打造“全
国绿色发展示范区”的目标，确定了
绿色经济、绿色城乡、绿色消费、绿
色生态的“四绿”发展重点。

针对当地产业现状和生态特
色，南平对全市所有21个传统产业
进行梳理筛选，最终确定了绿色食
品、旅游养生、生物三个目标千亿产
值的支柱产业，以及机电制造、林产
加工、文化创意等五大重点产业，形
成“3＋5”的产业格局。

南平市长林宝金说：“我们在产
业数量上做了减法，但在产业质量
和发展内涵上追求加法。只要产业
导向坚持到位，‘3＋5’未来就可以
大于21。”

去年前11个月，南平的经济增
幅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幅居全
省第二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幅居全省第三位。

裴金佳说，现代立体交通体系
建设加快，经济要素配置逐步扁平
化，为南平选择特色化、差异化的
发展路子，将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产业优势，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

南平绿色发展的优势正在不断
显现。近两年，南平先后获得“国家
低碳城市试点”“国家节能减排财政
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四
块绿色发展的“金字招牌”。

（新华社福州1月20日电）

——福建南平“绿色发展”路径观察

经济后发地市为何拒绝81项投资

“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要有实实在在
的好措施、好点子。”作为企业和项目建设
的首席服务官，孟津县人民法院代院长张
国强说，只有动脑筋，才能真正让企业享受
贴心服务。

脑子灵，点子多，张国强在服务企业和
项目建设中被大家称为“智多星”。2013
年，孟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涉企纠纷 78
起，其中调解撤诉36起，为企业挽回经济
损失3670余万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张
国强一个个好点子。

“企情日记”助力企业发展

去年，根据孟津县委、县政府的要求，
孟津县人民法院为8家重点企业派驻首席
服务官，为企业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和指
导。这些要求落实到县人民法院的时候，
张国强突破指定分包范围，增加至33家规
模以上企业和8个在建项目。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张国强设计了
一本“企情日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随身
携带，发现问题就记下来，回来再想法解
决。他的这一举动，让其他服务官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没过多久，这样的“企情日
记”就成了服务官进企业的必备用品。去
年，张国强为企业提出司法建议23条，解
决企业实际困难17个。

借款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票据纠
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张国强的“企情
日记”记录着这样一些纠纷种类。张国强
告诉记者，这是他在走访企业过程中总结
出的企业经常遇到的纠纷案件，有些纠纷
案件很小，涉及金额也不多，但严重阻碍了
企业的正常运营。

金融社会法庭巧解企业难题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的脑海里一直
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能更好地减轻

企业诉累，争取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这些纠
纷？张国强积极与县委政法委、县银监办
进行协调，于去年9月30日在孟津县人民
法院挂牌成立了全市首家金融社会法庭，
建立健全了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
决机制，便捷高效处理企业涉及金融领域
的纠纷。

“企业到法院起诉，我们先预立案登
记，再委托金融社会法庭进行调解。”张国
强说，金融社会法庭的社会法官由县银监
办、县农业银行、县信用联社选派责任心
强、业务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同志担
任，法院对其进行法律指导。

经金融社会法庭调解达成协议
的，向法院出具孟津县涉金融机构
社会法庭委托调解结果反馈函，当
事人可依据调解协议自觉履行，也
可申请法院对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
认。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
定的，及时做出司法确认裁定。对

于当事人不按照协议履行的，当事人可依
据司法确认裁定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法院的具体指导下，金融社会法庭
的作用渐渐显现出来。截至目前，孟津县
金融社会法庭已受理各类案件18起，涉案
标的81.5万元，其中3起已经成功调处。

只有服务渠道畅通，服务范围拓宽，服
务机制完善，企业才能真正受益。“服务企
业，不能光耍嘴皮子，得动脑子、想点子。”
张国强说。

本报记者 李三旺 特约记者 石笑飞
通讯员 赵彩锋

服务企业的“智多星”
去年国有企业利润超2.4万亿元

财政部 21 日公布的“2013 年 1 月至 12 月全
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2013 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效
益指标同比保持增长，但实现利润增幅继续回
落。

2013年1月至12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
营业总收入 464749.2 亿元，同比增长 10.1%；累
计实现利润总额 24050.5 亿元，同比增长 5.9%。
其中，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行业为交通行业、
电子行业、汽车行业、施工房地产行业等。实现利
润同比降幅较大的行业为有色行业、煤炭行业、化
工行业、机械行业等。

（据《光明日报》2014年1月22日10版）

12个地方自贸区获国务院批复

在上海自贸区正式获批之后，全国多地涌现
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中，就
有包括沿海、中部、沿边的10余个地方把申报自
贸区列入今年重点工作。记者日前从权威人士处
获悉，目前已有 12 个地方自贸区获得国务院批
复，进入多部委联合调研阶段。

“地方先形成初步思路，然后上报国务院，
获得国务院批复后，几个相关部门就开始牵头
组织地方调研，并就具体的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和
沟通修改。这个调研和反复修改的过程比较长，
大约会持续一年多的时间。”上述权威人士对记
者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今年我省财政安排6.4亿元用于环保

河南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21日透露，今年，
河南省将加大环保力度，省财政共安排环境保护
预算资金6.4亿元。在省级预算安排上重点突出
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安排郑州市及
周边县市灰霾天气治理和全省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经费专项资金2亿元，全省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资金1亿元。二是加大环保能力建设投入力
度，安排省“十二五”地表水自动监测能力建设资
金 9030 万元，省自动监控系统运行费 3000 万
元，省环保厅能力建设资金1000万元，直管县环
保能力建设资金2000万元。三是加大生态保护
投入力度，安排江河湖泊生态保护资金 2000 万
元，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补助1800万元。

（据《河南日报》2014年1月22日3版）

近日，在偃师市工业区洛阳建龙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吸附材料项目工
地上，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建设成品仓库。

该项目占地162.8亩，总投资3.5亿
元，将建设“河南省吸附类分子筛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吸
附类材料生产基地”“制氧产品生产基
地”。项目 2012 年 6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7年年底建成达产后，可年产分子筛
原粉4万吨、成品分子筛1.5万吨、硅酸
钠液态产品 10 万吨，实现年销售收入
4.86亿元。记者 鲁博 通讯员 高翔 摄

打造吸附材料
产业基地

项目建设进行时

记“企情日记” 提司法建议 解实际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