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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区位优势、
产业基础，后发地区
特别是偏远乡村如何
补齐短板、集聚要

素？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又该怎
样破题？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决
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飞地经济”，作为连接不同
发展水平地区、推动区域经济再
平衡的一个创新性举措，作为繁
荣壮大乡镇经济、加快发展县域
经济的一条重要路径，已经被摆
在各地干部的案头。

涉及多方，如何协同推
进，良性互动？

考验智慧，体现担当，展
示胸怀。

走进辽西北，我们看到了
当地发展“飞地经济”的火热
实践，的确可为一些地区提供
有益借鉴。

提要

引子

初春，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
族自治县，喀左经济开发区。

朝阳通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美晶体”）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在密封砷化镓晶体反应
容器，火花闪耀。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北京通美晶
体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材
料的生产制造，是世界第一大磷化
铟、世界第二大锗、世界第三大砷化
镓生产厂家。按照规划，这个总投
资5亿元的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6亿元，税收8000万元。

可这个项目的最初牵手者，却
并非喀左经济开发区。项目车间负
责人胡成斌说，他们有两个“娘家”。

一个是大山深处的喀左县尤杖
子乡，开发空间小，交通不便，位置偏
僻；另一个是现在的落户地——喀
左经济开发区，承载能力强、产业集
聚度高、政策优惠足。

尽管不占要素优势，但尤杖子
乡却是最早捕捉到机会的一方。

当得知通美晶体正在寻求异地
搬迁的消息后，当地先后 4 次前往
北京与企业洽谈，最终促成项目落
户朝阳。

项目体量太大，尤杖子乡根本
“装不下”。“飞地经济”提供了一种
可能。咋“飞”？

简言之，即甲地的经济形态放
在行政隶属于乙地的工业园区当
中，通过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双“无形的手”将两个“娘
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有效地调
动起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现在，“飞地经济”正在成为朝
阳激发乡镇发展活力的强大引擎。

记者了解到，正是看到了“飞地
经济”对破解地方发展瓶颈的巨大
成效，我省正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支
持市县和区域之间联合共建“飞地
经济”园区，同时以此模式鼓励外省
产业向辽宁梯度转移，从而为吸引
投资和搞活县域经济找到有力抓
手。现在，全省已落地项目509个，
总投资约700亿元。

一场园区经济和乡镇产业的双
赢之战正在打响。

升级的远不止产业。
如今，朝阳凌源市万元店镇党委书记

王树军平日里看得最多的书是金融类的。
“承兑汇票、票据资金池……”作为一名

乡镇基层干部，说起看似“高大上”的金融术
语，王树军全都“门儿清”。

“商业谈判时，人家说的都是这些，没
人给你解释。你听不懂，咋招商，更别提谈
条件了。”王树军说，他是被“走出去”招商
逼出来的。

招商知识繁复庞杂，不学习不行。“不
学习，你就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对方
的需求在哪儿。”凌源市外经贸局局长徐立
新深有感触。

重点围绕凌源经济开发区的主导产
业、空间布局、发展规划，瞄准“长三角”经
济辐射趋向和京津冀产业转移需求，万元
店镇聘请专业人士集中对全镇招商人员进
行业务知识培训，重点对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产业定位、引资方向、洽谈技巧等内容
进行全面学习，并积极组织招商队伍分区
域、分产业外出招商引资。

“王树军们”的“充电”换来了丰厚的回
报。眼下，浙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浙
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合作投资建设
的致远金融物流港项目已入驻凌源经济开
发区，将建设集商贸、金融、仓储为一体的
大型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综合集聚区，
建成后预计年可实现税收1.2亿元，带动就
业3000余人。

不仅是王树军，越来越多的乡镇干部
在发展倒逼、舆论倒逼、考核倒逼中不断增
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自身素质持续提升。

这是“飞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更深层次
变化，这不仅是行政区划的跨越、产业的升
级、体制机制的革新，更是一次思想观念的
转轨。

思想的解放，反映在作风的转变。更
多的企业正在感受到“飞地经济”带来的制
度红利。

铁岭市铁岭县台湾工业园内，每天约
有 6000 平方米的木门从辽宁三峰木业有
限公司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上被运往全国
各地。

作为铁岭县大甸子镇英树沟村“飞”出
去的项目，三峰木业的行政经理岳启民对
于整个过程中当地干部们表现出的务实态
度印象深刻，“对于企业而言，时间就是效
益。在项目筹建过程中，各级领导对立项、
拿地、厂房建设等进行全程跟进，从签约到
开工建设仅 55 天，为企业当年建设、当年
主体完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今年伊始，三峰木业相继签约小米、方
太、喜临门等国内企业，加速企业智能化发
展道路。企业加快发展步伐，这与当地积
极营造的良好招商氛围、持续优化的营商
环境密不可分。

学到了经验、看到了差距、打开了视
野，抓招商、抓项目、抓服务的主动性大大
增强，变“要我招商”为“我要招商”，变“坐
等上门”为“主动服务”，省内广大乡镇干部
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全力培育壮大乡
镇经济，推动全域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使“飞地经济”发展进入新理念与新动力互
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实际上，“飞地经济”正是“要素自由流
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理论的一种尝
试形式。

区域协调发展的能力背后，实质上是
一场政府自身职能的根本变革。我们期
待，省内各市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改革精
神，共建“飞地经济”，共享发展成果。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董翰博摄

学到了经验 打开了视野 解放了思想

乡镇干部渐成发展经济“门内汉”

关注“飞地经济”（上）

打造新空间 改出新观念 焕发新活力

“飞地经济”，跨域联姻收获多重幸福
本报记者 董翰博 孔爱群

打开辽宁版图，朝阳市的形状
像一只蝴蝶。

“蝴蝶”振翅欲飞，阻力却不小。
“一些乡镇受土地、环境等要素

制约难以发展工业，而一些园区又
面临入驻项目不足、利用率不高的
问题。”朝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曲福丛道出了当地经济之困。

现实困境倒逼出破解之道，朝
阳开始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

福建永泰模式是“飞地经济”发
展进程中的经典之作。

永泰，福州山区农业县。2001
年，福州市提出，永泰县境内各乡镇
引来的项目都须安排在马洋工业集
中区。落地的新项目，引进投资地
与项目落地方实行7:3分成。

这种模式探寻了县域经济发展
新思路，是一种打造区域经济利益
共同体的大胆尝试。

朝阳的“飞地经济”模式与之类
似。不过，随着我省“突破辽西北”
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新时代
赋予了“朝阳模式”新内涵。

“我们将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与发展乡镇‘飞地经济’协同推
进。”曲福丛说，这是朝阳乡村振兴
的关键一招儿，也是当地脱贫攻坚
的重要支撑。

协同发展，目的是发展，难点在
协同。

为了更好地协调各方力量，朝
阳完善了县（市）区、开发区、乡镇多
方联动和高效对接机制，分工清晰
明确。

在朝阳，每个县（市）区至少都
有一个开发区。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安排乡镇与开发区
的力量，统筹乡镇与开发区的资
源，确保乡镇与开发区形成合力；
开发区在集中精力抓招商的同时，
负责抓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
度简化审批手续，为“飞地项目”落
地建设搞好服务；乡镇主要负责招
商引资，全市 176 个乡镇场街组建
了 176 个专业招商小分队，全力洽
谈引进符合县（市）区、开发区产业
规划的项目。

分配机制是协调过程中的重中
之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麻宝

斌认为，如果合作双方之间缺乏较
为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飞地经
济”很难顺利“腾飞”。

朝阳市创新财政收入分配政
策，史无前例地提出：对乡镇场街
招商引进园区的项目，建设期内税
收全部分配给引进项目的乡镇场
街；对招商项目投产后各项税收，
自形成税收之日起，前 10 年全部
分配给引进项目的乡镇场街，10年
后乡镇场街与项目所在园区按5︰5
比例分配。

朝阳市工信局副局长曹亮将
这种分配机制比喻为“亲兄弟，明
算账”。

“利益分配好了，不仅谁都不吃
亏，还能实现多方共赢。”曹亮说。

乡镇有“人脉”，园区有要素，分
配机制的“魔法”在三燕大地施展。

尤杖子乡引进两个项目，竣工
达产后，实现税收 9650 万元，按照
相关政策税收分成2992万元，该乡
2017 年财政收入 287 万元，税收分
成使乡财政收入增长10.42倍。

扩至朝阳，2018年，全市139个
乡镇、农场和涉农街道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37.4%，高于全市
平均增速 15.7 个百分点。其中，凌
源市 22 个乡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1.8亿元，同比增幅达80.8％。

如今，这只“蝴蝶”找到了向上
的升力、前进的动力。

与朝阳改革遥相呼应，“飞地经
济”同样为铁岭相对落后地区提供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优力安机电设备项目和天宇胶
业项目是铁岭市铁岭县熊官屯镇引
进的两个“飞地项目”，虽未落户本
镇，但两个项目每年为该镇带来 80
万元的税收分成。这对一个交通不
便、生态保护任务繁重的山区乡镇
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群人，
释放活力，就会有蓬勃的发展动力；
调动各方，就能汇聚起磅礴的发展
合力。

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让辽西北
最底层的“发动机”被激活，每一寸
土地都有了定位和目标，涌动着发
展的冲劲。

乡镇发展工业受限 园区入驻项目不足

一场变革解开两个“扣”

铁岭市铁岭县白旗寨乡曾面
临保生态与求发展的“两难”境
地：地处山区，又是凡河源头、凡
河新区备用水源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环境容量的“红线”不能突
破。发展产业，却没有工业用地
指标，招商引资难度巨大。

怎么办？跳出行政区域约束，
异地发展工业经济。在铁岭县举
全县之力向沈铁工业走廊先导区
摆放项目的有力引导下，多年来，
白旗寨乡累计引进“飞地项目”9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个。

“每年能够直接增加乡本级
财政收入近 100 万元。”乡党委
书记赵云峰说。更令当地欣喜的
是，通过“以商招商”，“飞地项目”
也盘活了本地资源，反哺了当地
产业。

看中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感
受到贴心服务的营商环境，一批

“飞地企业”重新打量起白旗寨乡
的投资价值——

辽宁华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在当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并准备
发展山泉稻种植；辽宁奇跃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积极协助推介北京
某医院来当地洽谈大健康产业；沈
阳元邦电力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该
乡投资生态养老和旅游项目……

在白旗寨乡，“飞地”改变了
生态脆弱县的传统发展版图，从
绿水青山中提取出“生态红利”，

“飞地招商”与本土资源的良性循
环和互动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短板逐渐补齐，优势渐次显
现。“飞地经济”不仅带动了乡镇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更实现了资
源空间优化配置过程。不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资源共享，
乡村产业靠“飞地项目”激发出
发展新动能。

在朝阳，“飞地经济”移植而
来的产业已渐成规模。

朝阳市喀左经济开发区，博
宇（朝阳）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的热解氮化硼材料
及其制品正在源源不断地出口
欧洲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国家和地区。

“在这个领域，公司产能规模
第一，市场份额位居前三。”副总
经理王林说，这家从北京迁移而
来的公司在朝阳的项目总投资达
1.5亿元，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1.4亿元，税收1650万元，
解决劳动力就业100人。

是什么吸引他们将决胜未来
的筹码放在朝阳？

是什么吸引了新技术、新业
态远道而来？

答案在1公里外的通美晶体。
尤杖子乡在引进通美晶体

后，招商引资并未止步。县、乡两
级政府紧紧抓住通美晶体在北京
地区影响大、“商脉”广的优势，大
力开展“以商招商”。最终，作为
通美晶体的上游企业，循着他们
挥师北上的脚步，同样有着京津
冀产业转移需求的博宇也将项目
锁定在朝阳。“当地诚挚的招商热
情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也
是促使我们最终落地于此的重要
因素。”王林说。

很快，金美镓业、锑化镓、高
纯砷等一批围绕通美晶体产业链
条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喀左经济
开发区。

如今，喀左经济开发区内已
经形成以通美晶体为龙头的高新
技术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一座
座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一股加
快发展的火热气息扑面而来。

“通过腾笼换鸟，推动转型升
级，换来的是传统产业的强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鱼贯而入，实现了
经济体量的壮大，更取得了发展
质量的提升。”在喀左县经信局局
长马海权看来，“飞地经济”对于
产业升级有着巨大影响。

基础不同，路径不同，但各地
在“飞地经济”上的鲜活实践均表
明：大力发展“飞地经济”，不仅有
效推进了产业向园区集中、资源
集约节约，更让乡镇发展找到了
突破口和切入点，切实解决了乡
镇有资源无产业、有项目无土地、
有期盼无干劲儿的问题，实现了
县域经济、园区建设和乡村振兴
的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产业更集聚 资源更集约

城乡发挥各自优势同下“一盘棋”

通美晶体的工人在对产品进行密封。

三峰木业的工人细心地进行修板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