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推动随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新一轮工业

经济大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抓好工业经济

“123456”发展目标，即：紧扣“高质量发展”一个主题，锚定“县域再进位，中部

争百强”两个目标，做大“经济开发区、石材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三大

平台，强化“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升级、营商环境”四个支撑，实现“总量、

数量、体量、分量、贡献量”五个突破，实施“传统产业提升、特色产业强链、新

兴产业壮大、企业技改提能、中小企业成长、企业信用培植”六大工程，加快构

建“3＋4”产业结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石材产业、新能源产业”＋“专汽及零部

件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发

展水平，为实现“争创中部百强县”的总体目标提供坚强支撑。

二、主要目标

力争在 2022 年实现“五个突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600 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100 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5亿元，

外贸出口突破 4.8亿美元；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 270 家，限额以上商

贸流通企业突破 100家，实现产值超十亿元企业突破 3 家，实现税收超 1000 万

元工业制造业企业突破 5 家，实现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突破 40％。县域经

济实力显著提升，全省县域经济考核排名实现进位，为中部争百强打下坚实基础。

三、重点任务

（一）精准实施招商引资。突出招商重点，创新招商方式，精心绘制“招商

地图”，围绕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汽车及零部件加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主导产业，着力引进一批符合我县产业需求的大项目、好项目，培育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点。力争招引亿元以上项目 33个，在建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123亿元。

（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紧紧抓住项目建设“三集中”这个牛鼻子，采取“县
内观摩＋县外学习”方式，每半年组织一次外地参观学习，每季度组织一次县内

观摩，同时开展“回头看”活动，千方百计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题，确保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建成、早达效，努力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签约一批、落地

一批、建成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力争 2022年工业投资增长 15％以

上。

（三）做大三大平台。坚持“部门围着园区转、园区围着企业转、企业围着

项目转”，整合提升“一区两园”能级，加快园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循环化改造，

强化综合承载功能。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方向的县经济开发区和以特色产业为方

向的石材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做大做强，力争 2022 年县经济开发区工

业总产值突破 110亿元，石材产业园产值突破 250亿元，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产

值突破 200亿元。



（四）实施传统产业提升工程。用好随县“稻米油之乡”金字招牌，打造好“两
香一油”品牌，以湖北现代农业、金银丰等公司为依托，培育产业集群，重点推

进米糠油提取谷维素－阿魏酸脂研发产业化项目、随州地方特色食品（饮品）深

加工项目，生猪屠宰分割、熟食加工与冷链物流产业链项目建设，力争粮油加工

产业 2022年产值突破 65 亿元。加大厉山纺织工业园升级改造，打造服装纺织完

整产业链，力争纺织服装产业 2022年产值突破 50 亿元。

（五）实施特色产业强链工程。推进香菇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基地为载体、

产业集群为依托，打造区域核心品牌。重点依托裕国菇业、联丰食品、中兴食品

等龙头企业，推动随县香菇精深加工及出口，做大香菇罐头、香菇提取液、香菇

调味品等深加工产品份额，活化和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具有全国竞争力的香菇生

产加工出口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力争 2022年产值突破 90亿元。推进石材全产业

链有序发展，加快石材循环经济精深加工产业园建设，引进石材精深加工企业入

驻，加大石材园区石材尾料、锯泥锯粉资源利用，实现矿产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建成高质量，高效益，低能耗，零污染的精深循环产业链，力争 2022 年产值突

破 250亿元。推进专汽及零部件产业错位发展，加大企业技改和扩能力度，重点

发展房车、电力应急车、环卫车和关键零部件，推动长沣（湖北）专用汽车制造

项目，宏远专汽散装饲料运输车生产线项目，昌舜汽车液压油箱、洒水车灌口、

汽车装饰生产项目等投产达效，力争 2022年产值突破 50 亿元。

（六）实施新兴产业壮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

料、新能源产业，推进智能穿戴、光电光学镜片、农光互补、科创产业园等项目

发展，力争 2022年产值突破 65 亿元。

（七）实施企业技改提能工程。实施企业技改提能工程，聚焦新兴产业发展

方向，大力实施“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行动，推动工业智能化、绿色

化、集群化、服务化、安全化转型，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动能；争取省、市技

改政策支持，每年由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支持技改项目，力争 2022 年工业技改

投资增长 15％以上，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突破 40％。

（八）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实施企业择优扶强，培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全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中的隐形冠军；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引导

企业集团化发展，力争 2022年产值过十亿元企业突破 3 家。抢抓资本市场改革

机遇，提高企业上市直接融资比例。加快企业培育入库，各部门加强协作，密切

配合，严格落实会商制度，加强分类指导和全程帮扶，做好小微企业的定向培育、

数据统计和申报进规工作，力争 2022年规上企业突破 270 家。引导中小企业“走
出去”发展创汇经济，力争新增出口备案企业 5 家以上，新增出口实绩企业 3 家。

（九）实施企业信用培植工程。进一步加强企业推介与企业辅导，推动中小

微企业入库，遵循“存量控制，滚动推进”的工作方式，争取全县入库企业达到 20
家。



（十）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加大乡镇便民市场建设工作力度。坚持“便民、

利民、惠民”的原则，以辐射半径为切入点，按照《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高

标准推进，确保建成后达标使用，力争新建标准市场 1－2 家。

（十一）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资金扶

持，力争 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40 家以上，高

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 145亿元，增加值 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1.5％，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增速达到 8％以上，全年转化应用科技成

果突破 7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1.6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到

30％。

（十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落实“领导带部

门包企业”工作机制，认真开展“四个一”（“一企一策”和“一事一议”）服务，当好

服务企业“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

四、考核调度

（一）完善考核办法

1．按照县绩效办制定的考核指标体系，结合随县实际情况，对随县经济商

务指标通过“规企产值”“新增规企个数”“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新增限上商

贸企业个数”“外贸出口额”五个指标进行考核。

2．规企产值和新增规企个数合并按 100分计分，规企产值 70 分，新增规企

30 分；限额以上社零总额和新增限上商贸企业个数按 100 分计分，限额以上社

零总额 70分，新增限上商贸企业 30分；外贸出口额按 100 分计分。

3．每季度对各镇（场、开发区）经济商务指标按平均完成进度进行打分，

以简报形式进行通报；年终按照绩效办制定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各镇（场、开发区）

所承载的目标任务按百分制乘以权重进行考核。

4．鼓励发展“飞地经济”。乡镇原则上“只做存量，不做增量”，乡镇能够独立

承担项目落户前期投入的，项目可以落户乡镇，所有经济指标及税收留成归属招

引乡镇；乡镇不具备支持项目落户条件的，新招引项目可安排到县城规划范围内

的产业园落户，所有经济指标归属招引乡镇，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 30％
归属招引乡镇，70％归属县人民政府。其中落户随县经济开发区的自建厂房的工

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 150
万元／亩，容积率不低于 1.0，亩平税收不低于 10 万元／亩，建设工期不超过

18 个月（部分有特殊安全间距要求的行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具备资质的设

计单位确定的投资强度和容积率执行）。

（二）建立调度机制

1．每月 3 号、13号、23 号组织一次会商调度活动。



2．以“一企一策”现场办公形式和集中会议会商形式进行。

3．由县招商服务中心牵头，县发改、科经、财政、税务、统计等相关部门

参加。

4．主要对招商项目可行性进行论证，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工业经

济商务运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会商研究。落实各部门责任分工，及时解决

各环节的“急难愁盼”问题，注重实效、解决“难点”、打通“堵点”、消除“痛点”。

五、政策支持

1．鼓励企业进规进限。支持引导经营能力强、效益好的小微企业等市场主

体快成长上规模，对新纳入的规上工业企业、限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

每户由县财政一次性奖励 3万元，每净增一家规上、限上企业由县级财政补助镇

（场、经济开发区）工作经费 5万元，补助县级主管部门工作经费 1 万元。自进

规进限所属年度起，企业所缴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连续 3年奖励给企业（已享受

招商引资同类奖励的不再重复享受此政策）。退后再进及变更名称、地点等进规

进限单位不再享受财政奖励。

2．加大技改支持力度。每年从财政资金安排 500 万元支持技改项目，凡新

增设备投资额达 200万元以上，在“湖北省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管理系统”平台上

完成数据录入，且进入我县统计部门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项目库的技改项目，给

予实际设备投资额 10％的补贴，单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3．鼓励企业试点示范。对获得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的企业，

县财政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分别

一次性奖励 20万元、10 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的分

别奖励 20万元、10万元。对评定为湖北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点示范企业的

一次性奖补 10 万元；持续推进“万企上云”工程，对获得省级上云标杆企业的，

每家奖励 5万元。

4．鼓励企业多做贡献。对生产经营年度纳税达到 300 万元及以上的规上工

业制造业企业（不含资源性企业），按照实际纳税额的 1％进行奖励，最高不超

过 100万元。鼓励企业总部落户随县，税收奖励实行“一事一议”。

5．支持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对在主板上市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对

在“新三板”挂牌且实现税收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6．支持市场体系建设。对于建成后达标使用的乡镇便民农贸市场，按每个

30万元进行一次性奖励。

7．支持企业拓展境外市场。自营出口企业每出口 1 美元奖励 0.04 元人民币，

对首次新开口企业且出口额超过10万美元的另外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人民币。

对新注册设立并实际投产的外资企业，直接利用外资 50－200万美元的，一次性

奖励 5万元，直接利用外资 200－500 万美元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直接利用



外资 500－1000 万美元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直接利用外资 1000 万美元以上

的采取“一事一议”，利用外资额需经省商务厅认定（企业股本含有国资性质的除

外）。

8．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对获得认定的产业技术研究院、重点实验室的

主要参建企业给予奖励，其中国家级和省级的当年一次性分别奖励 30万元、20
万元；对获得认定的省级及以上产业创新联合体、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一

次性奖励 10万元；对获得认定的省级及以上创新型企业、专业型研究所（公司）、

企校联合创新中心、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一次性奖

励 5万元；对获得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给予奖励，其中国家级、省

级的当年一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5 万元。

9．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对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 5 万元，重新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 2万元。年度研发投入超过 100万元（含），且完成年

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备案，并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按核定研发费用的 2％
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10．鼓励企业产学研合作。对转化应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其他非产权关

联企业及个人的科技成果投入生产的企业给予其相应补贴。属于技术交易的，依

据其成果有效证件、技术交易合同、交易结算手续，按成果交易额（10 万元以

上）的 10％给予补贴；属于技术入股的，依据其成果有效证件、协议文件、股

权证明，按成果作价（或股权折算）出资额（10万元以上）的 10％给予补贴；

属于合作开发的，依据其成果有效证件、合作协议、支付凭证，按技术服务费的

10％给予补贴。

六、附则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方案由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