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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商贸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促进商贸流通发展

商贸市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市商务

局不断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市场主

体，增强流通企业活力，促进了市场的良性竞

争。建设塘下美食街，增强其对周边行政村发

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极

培育巾子山美食城、中润商务广场建设。加强

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切实抓好家电下乡以旧换

新工作，据统计，1 至 10 月全市共销售家电下

乡产品62701台（件），销售金额1.47亿元，3家

企业参评省农村家电流通网络建设（财政支

持）项目，得到了省商务厅的好评。

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取得新业绩。塘

下镇被评为第一批省城乡统筹现代商贸服务

示范镇，莘塍街道中村、塘下镇陈宅村、赵宅

村被确定为第一批省农村现代商贸服务示范

村。 同时，培育电子商务企业，评选了 5 家瑞

安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并申报温州市电子

商务龙头示范企业。

市场监管机制逐步完善。加强了市场监

管体系建设，重点抓好成品油管理、生猪定点

屠宰、酒类流通管理、家电下乡等工作的运行

和监管。初步建立了市场运行监测体系；完

成典当企业的年度检查工作，新批 2 家典当；

加强对各加油站（点）的油品质量和安全生产

检查，整治加油站 34 座，新批 2 家加油站。生

猪屠宰管理得到加强，无害化处理病害猪 218

头，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外贸服务平台不断创新。着力打造“企

业+机构+政府”三位一体参展模式，以企业市

场化选择为主导，筛选优质组展机构为依托，

地方政策支持为引导，实现“能展尽展，全力出

展”。今年落实 1000 多万元资金对境内外展

会予以专项补助，全年组织广交会、华交会、消

博会、渔博会等重点展会十多个，各类境内外

展会81个，出展人次超过5000人，签订意向订

单金额 2.9 亿美元。采取增加优势出口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补助，减少直接针对出口额

的补助。侧重扶持服务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和

机电类产业，发挥了资金使用的效果。

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多元化。实施“以质取

胜”和“科技兴贸”的出口战略，在进一步扩大轻工

纺织类等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加快发

展机电类和化工类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

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今年1

至10月份，我市机电类产品出口总额达10.5亿

美元，出口增幅和出口份额均居各类商品第一

位，轻工纺织类产品出口总额达 11.2 亿美元。

机械与食品获得温州市级出口基地，成功培育2

个公共国际营销平台，今年获得2个省级出口名

牌与1个温州市级出口名牌。

外贸出口市场拓展加快步伐。鼓励企业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开发国际市场，尤其

是重视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减轻因某个

国家政策变动带来的贸易风险。截至10月份，

我市已与 170 个国家、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出

口市场已基本形成以亚欧美市场为中心，以点

带面逐步向拉美非市场扩展的喜人局面。

调整优化招商引资结构
不断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

招商选资水平不断提升。以坚持瑞商创

业创新为突破口，按照“招大、引强、选优”的

要求，通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瑞商回归等

多形式招商选资，大力推进民资、外资、国资

三资齐上的良好局面，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

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通过创新招商方式，积

极参加各类投资洽谈活动，今年与德国杜德

尔多夫市中国中心上海代表处开展了两次中

德汽摩配产业对接洽谈项目活动。8 月底，组

织一批优秀企业赴日本名古屋、东京等地考

察，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对接交流。借助浙

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招商，宣传推介我市的投

资环境，对接世界 500 强和跨国公司，着力提

高我市的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

利用外资的质量得到提高。招商引资由

量向质的跨越，由传统产业向科技项目、环保

型项目转变，逐步转向规模化和纵深化发展

特色产业，逐步扩大引资领域，着力推进现代

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开发，不断提高利用外资

的质量和水平。据悉，今年引进中外合资项

目 2 个，增资项目 2 个，实现零用地利用外资。

招商引资环境不断优化。今年我市加大

招商选资力度，成立招商选资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重大项目推进制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问题，制定了目标考核责任体系，建

立“一事一议”等制度，进一步推进政策协调和

监管合作，与国税局涉外科、地税局税政科签

订合作备忘录，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实现信息

数据共享，加强政策协调和交流合作。

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快了对外经济合作步伐

境外投资取得新成就。今年新批 9 个境

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总额达 2236.6 万美元，

成为我市历年中方境外投资最高额。据悉，

瑞安市中俄贸易有限公司投资总额达 1200

万美元，首次突破单体境外投资额达 1000 万

美元以上的项目大关。

境外展览取得新业绩。拓宽了境外展会

空间，组织我市企业参加印度汽配展、印尼汽

配展、巴西重型及商用汽车展等 22 个境外展

会，共756个摊位。以突出展会效果为重点，创

新参展模式，7 月份首次组织 70 家企业抱团参

加墨西哥汽配展，创下境外展览历史新高。

境外服务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做强境

外营销网络，建立境外投资信息平台，突出第

三产业项目重点，不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和

提高对外经济合作水平，开辟了境外投资多

元化发展路子。

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

市商务局“五大平台”建设有效落实
■记者 朱程芬

今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的形势下，国内外市场环境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市商务局坚持以“稳增长、调
结构、促平衡”为基调，积极履行工作职能，加大对外经贸促进政策力度，深入开展“合力扶工”活动，狠抓落实、凝心聚力、破难攻坚、全面推进，较好地完成了温州市
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商务运行完成指标成效显著，“五大平台”建设逐项得到落实。

在粮食大丰收的同时，我市的特色农业、

精品农业更是遍地开花，“两区”建设得到长

足发展。

位于南滨街道阁三村的金海水产养殖场

是温州市首批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点，该养殖

场利用大棚技术，将生长于南美洲海域的白

对虾，成功引入瑞安。

该养殖场主管黄邦新说，对虾养殖具有

病害多、生长缓、养殖效益低等问题。而大棚

养殖对虾不受气候和季节影响，且具有生长

快、产量高、养殖利润较好等优点。

目前，该养殖场年产南美白对虾 120 余

吨，年产值达 500 多万元，经济效益显著。“我

们今年又投入 170 万元，创建省级对虾大棚高

效养殖精品园。”黄邦新说。

据了解，今年，我市积极整合农业项目资

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全面推进农业“两区”建

设。现代农业园区共立项35个项目，项目总投

资达6949.56万元。目前有30个项目已完成建

设，共1.2万亩，通过温州验收；2个示范区、7个

精品园、1个休闲观光示范园区通过温州市级验

收。今年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38457 亩，

涉及9个镇街，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随着“两

区”建设的加快，涌现出了雅林现代农业园、梅

屿蔬菜产业示范区、湖岭鹏享生猪精品园等富

有特色的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为我市

农业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粮食迎来大丰收

近日，在位于南滨街道塘渔村的顺旺

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在紧张地

碾米、包装，一辆辆装着大米的农用车从这

里开出。

“今年粮食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 600

公斤，均产值这么高，我种粮十几年这还是

头一次。”合作社负责人钱顺旺高兴地告诉

记者，今年平均亩产比往年多出 100 公斤，

每亩纯利润增加 300 元，今年他实验种植

的“甬优 12 号”亩产达到 8622.8 公斤，成为

今年瑞安的亩产之冠。

今年我市粮食迎来大丰收。据了解，今

年我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3.116万亩，平均

亩产 445.1 公斤，总产 14.739 万吨，单产增

幅 3.2％，总产增幅为 2.4％。其中早稻种植

面积 86771 亩，平均单产 410.9 公斤，总产

35657.12 吨；晚稻面积 20.5 万亩，预计单产

将达到 489 公斤，总产 10.0253 万吨。种植

面积、平均单产和总产实现三增目标，晚稻

单产有望创历史新高。

特色农业遍地开花

大投资带动特色农业多点开花大投资带动特色农业多点开花
晚稻单产创历史新高晚稻单产创历史新高 龙头农企规模扩大龙头农企规模扩大

■见习记者 黄国夫/文 记者 孙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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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总产 14.739 万吨，单产增幅 3.2％，总产增幅为 2.4％，实现三增目标。与此同时，今年我市
“两区”（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得到长足发展，30 个现代农业项目建设完成，大
投资大建设使得我市特色农业呈现多点开花之势。

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热销

市农办数据统计，我市今年新增市本级

农业龙头企业 14 家，累计达到 181 家，实现产

值 42.5 亿元。其中 116 家生产加工型企业实

现产值达 38 亿元；流通服务型企业 24 家，销

售额达 47.5 亿元；种养生产型企业 41 家，产

值达 4.5 亿元。

随着农业龙头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

大，我市的农业产业不断升级，农产品品种越

来越丰富，农产品的附加值不断增加，甘蔗、

牛肉制品、板蓝根等农产品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

“我市农产品深加工的不断完善，使得我

们在全国、省内外参展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并

获得不俗的成绩。”市农办经济发展科科长戴

其隆介绍，在今年 11 月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

（温州）特色农业博览会上，我市参展的35家农

企各类产品现场销售额达 191 万元；签订成交

合同 24 个，成交额 408 万元；签订意向合同 95

个，金额 2336 万元。此外，还有 2 家企业共 3

个项目现场签约，金额达850余万元。

据了解，今年我市积极参加、组织全国、

省内外各类农展会 8 个，累计参展企业 159 家

（次），现场销售额 923.2 万元，签订各类合同

额 708 万元，意向合同 4281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