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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弋府办字〔2023〕62 号

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成立弋阳县
“三大倍增”工作指挥部的通知》《弋阳县
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2023-2025 年）》等四个

文件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饶市龟峰风景名胜区，县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县直各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成立弋阳县“三大倍增”工

作指挥部的通知》《弋阳县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2023-2025 年）》《弋阳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年倍增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弋阳县促进高新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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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月 25 日

58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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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弋阳县“三大倍增”工作指挥部的
通知

为加快推进我县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倍增、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三年倍增、高新区创新发展三年倍增（以下简称“三大倍增”），

切实补齐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成立“三大倍增”

工作指挥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三大倍增”工作指挥部

指 挥 长：陈晓华 县政府副县长

副指挥长：凌 飞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候选人，高新园区党工委第一

书记，南岩街道党工委书记

成 员：阎珊珊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来弋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陈小平 县财政局局长

石冬春 县发改委主任

李建斌 县工信局局长

黄来英 县商务局局长

朱晓全 县科技局局长

郑 珊 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刘茂庭 县人社局局长

王啸骅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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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生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余新强 县住建局局长

张继波 县林业局局长

谢剑平 县市管局局长

龙 凯 县统计局局长

苏 雯 县政数局局长

易倪钧 县政府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王 彬 县税务局局长

黄 旭 中国人民银行弋阳县支行行长

何 敏 上饶银保监分局弋阳监管组组长

钟 杰 国网弋阳供电公司经理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

指挥部下设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组长由陈晓华同志兼任。

二、工作专班

组 长：陈晓华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凌 飞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候选人，高新园区党工委第一书记，

南岩街道党工委书记

成 员：阎珊珊 县政府办副主任

石冬春 县发改委主任

李建斌 县工信局局长

黄来英 县商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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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全 县科技局局长

郑 珊 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弋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办事处）分管负责同志。

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工信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工信局局长担任。

工作专班主要职责：制定“三大倍增”工作方案，提出“三大倍增”

工作发展的重要事项安排、重点任务分工、重大项目实施等意见

建议；积极督促跟进各项工作任务进展，掌握主要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并定期通报有关情况；收集整理“三大倍增”工作开展中存

在的困难问题并报指挥部协调解决；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工作专班下设五个工作组，具体职责如下：

1．产业发展组。负责围绕我县重点发展的“三大倍增”工作布

局，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指导出台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协调

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加速打造龙头企业、产业链关

键企业，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加速产业优化升级，构建发达制造

业、强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传统产业、现代产业等体系。〔牵

头单位：县工信局〕

2．项目推进组。统筹全县“三大倍增”工作产业招商活动；负

责组织协调全县“三大倍增”工作项目建设及重点项目梳理汇总；

对招商活动见效及项目建设落实情况，形成每月通报制度。〔牵

头单位：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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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建设组。负责落实好高新区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

高新区提质增效；加快功能性平台（产业集聚区）建设，进一步

优化高新区布局，推进产业集聚、推进标准厂房建设。〔牵头单

位：县高新区〕

4．科技创新组。负责组织“三大倍增”工作相关产业新型

研发平台构建，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研发能力；组织开展技术联

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率转化。〔牵头

单位：县科技局〕

5．工作督导组。负责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推

进“三大倍增”工作举措；收集并督查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三大

倍增”工作实际成效以及重点突出问题协调解决情况。（牵头单

位：县工业强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各工作组牵头单位要认真落实牵头职责，加强调度，高效推

动工作，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将每月工作进展情况报专班办公室

汇总，专班办公室定期将全县整体工作进展情况向相关领导和上

级部门汇报。工作专班办公室联络员：邵华；电话：1837930828

3；邮箱：3644868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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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全县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三年倍增，大力发展“1+3+1”产业，切实补齐

产业发展短板，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结合我县实际，特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大

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

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高端

化、集群化发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成为我县经济增长新引

擎、转型升级突破口和自主创新主力军，推动我县全力以赴向“制

造强县”目标冲刺。

二、行动目标

聚焦工作举措、突出工作重点，通过三年努力，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两个倍增”为主要抓手，推动全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

度进一步加快，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布局更加合理，集约发

展水平明显提高，重点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成为引领带动全县工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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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模倍增。到 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

力争翻一番，占全县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5%。

——战略性新兴企业倍增。每年力争新认定战略性新兴企业

10户，到 2025年全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入库企业达到 60户以上。

三、重点任务

（一）大力培育锂电产业。依托我市锂产业全链条资源优势，

做好锂电产业承接。大力引进锂电企业，瞄准锂电池正负极材料、

隔膜、外壳等产业链中游零部件生产企业，围绕锂电应用市场,

引进动力、消费、储能应用终端产业项目，培优做强锂电产业。

充分发挥《关于做优做强江西省锂电新能源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

政策作用，积极争取省锂电产业基金支持，推动锂电产业做大做

强。〔牵头单位：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科技局、县商务局、

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二）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围绕全县“1+3+1”产业，大力招

引相关产业龙头企业，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园、

光电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努力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

优。锁定数字行业前沿科技，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

力量，将产业链条延伸开来，扩大市场份额，增强核心竞争力。

〔牵头单位：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科技局、县商务局、县政

数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三）布局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废

旧金属回收利用产业，重点推广高效节能设备及技术，实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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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带动整体能效水平，以及产品质量提高。围

绕固废（飞灰）处置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推进市场化节能环保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污染防治水平。〔牵头单位：县工信局；责

任单位：县发改委、县科技局、县生态环境局、县高新区、各乡

镇（街道）〕

（四）谋篇布局新兴产业。以现有汽车零部件制造为主导，

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引进，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加快产

业工人培育，在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中进“链”强“群”，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巩固和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依托葛河之心农

业产业园，以弋阳大禾谷、雷竹等特色产业标准化种植基地为支

撑，推进特色农产品关键技术开发，以现代化农业技术创新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着力强化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引进，巩固中

药材产品优势，培育壮大新医药产业。〔牵头单位：县工信局；

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县人社局、县科技局、县商务局、县高新

区、县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各乡镇（街道）〕

四、工作举措

（一）聚焦“1+3+1”产业布局，不断壮大产业发展。推进

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引进产业链链主企业，强化上下游衔接，

不断提高科技发展，实现优势产业产业链内循环，主导产业精细

化，其他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创建以海螺水泥为重点的国内知名

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将县新材料产业园打造国家级碳酸钙产业链

示范基地。〔牵头单位：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县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BC%80%E5%8F%91/94329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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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二）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不断夯筑产品防线。积极引入国

内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对接，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企

业属战略新兴产业分类产品研发，增强产品价值与竞争力。〔牵

头单位：县科技局；责任单位：县工信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

道）〕

（三）推进数字赋能力度，不断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大力

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加快 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海螺、鸥迪、康恩贝等企业更新更换一批智能化、数

字化生产设备，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将生产

过程可视化、扁平化、数字化管理。〔牵头单位：县工信局；责

任单位：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四）坚持项目为导向，不断招引“源头活水”。坚持以项

目为王，以项目为抓手，坚持项目是基石、是后劲，扎实推进省、

市“工业项目大会战”。围绕“1+3+1”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持续开展“补链、强链、延链”式产业链招商，项目“签约、

落地、开工、竣工、投产”全流程保姆式服务。紧盯重点投资工

业项目不放，力争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开工。〔牵头单位：

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县工信局、县高新区、各乡镇

（街道）〕

（五）坚持园区主战场，不断提高平台承载水平。加快高新

区产城融合项目建设，完成高新区新一轮扩区调区；着力打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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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产业园、光电产业园、数字经济产业园、返乡创业产业园

等特色产业园，丰富园区产业模块。推动高新区“二号章”改革

再突破，“弋心一意”服务品牌再提升。〔牵头单位：县高新区；

责任单位：县政数局、县自然资源局、相关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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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年倍增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做优做强传统产业，

加快推进全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三年倍增，切实补齐发展短

板，加快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贯彻落实“三新一

高”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工业挂帅”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工

业强县”发展战略，坚持调整存量与优化增量相结合,坚持市场主

导和政府引导相促进,打造一批创新平台、重大项目、优质企业、

先进集群、制造精品,增强我县传统产业竞争力，为全县工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进一步做强、做精、做优非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机械制造

等传统产业，到 2025年，产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

——非金属材料产业。到 2025年，全县非金属材料产业营

业收入翻一番，突破 260亿元，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金属材

料创新应用高地。聚焦石灰石、瓷石等领域，培育壮大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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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建国内知名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将弋阳新材料产业园打造

国家级碳酸钙产业链示范基地。

——有色金属产业。到 2025年，全县有色金属产业营业收

入突破 200亿元，其中：精深加工营业收入占产业比重较 2022

年翻一番，达到 50%以上。开展为期三年的全面技改提升行动，

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品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幅提

高。持续推动锦辉、鼎晟、宏田等企业转型升级，由锭、棒、管

材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建立巴顿、耐华等废物资源循环利用内

循环，提高提取纯度，优“冶”择“粗”延“精”。

——机械制造产业。到 2025年，全县机械制造产业营业收

入较 2022年翻一番，突破 30亿元。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熔

岩、鸿基等企业突破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提升传统通用零部

件和设备制造水平，向高端制造迈进。

三、工作举措

结合自身优势资源，以为传统产业升级赋能为重点，着力实

施推进“六个工程”。

（一）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围绕产业链强化创新链，支持龙

头企业协同科研院所、高校组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推进各类产

业研究院、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培育一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采取“目

录引导、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

大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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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度。到 2025年，累计培育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2家。〔牵头

单位：县科技局；责任单位：县工信局、县发改委、县市管局、

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二）实施数字转型工程。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

程”。鼓励传统产业企业建立健全工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推动研

发设计、组织计划、生产协调、销售服务等实现可视化、扁平化

管理。积极开展企业“上云”活动，鼓励企业探索标准化生产、

智能化制造，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建设一批智能车间、

智能工厂，培育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到 2025年，规上工业企

业“上云”全覆盖，培育 1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牵头单位：

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三）实施项目引领工程。抓住沿海地区资本外溢和产业转

移机遇，强化产业招商，实现精准招引，着力引进一批补链、延

链、强链重大项目，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以工业领域“项目大会

战”为抓手，组织实施一批产业层次高、发展前景好、对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具有引领作用的传统产业重大项目。实施企业技术改

造推进行动，重点推动有色、非金属材料、机械制造等行业企业

创新、节能、绿色发展。鼓励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先进技术设备，

促进提高生产能效。力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工业

技改投资年均增长 15%以上。〔牵头单位：县商务局、县工信局；

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县市管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四）实施优质培育工程。抓好企业梯次培育，引导企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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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道路，每年新增一批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一批独角兽（潜在、种子）、瞪

羚（潜在）企业。重点培育一批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加快增资扩产，推动一批中小企业“小升规”、“上台阶”。到 2025

年累计培育梯度优质中小企业 30家，力争年均入规 20家。〔牵

头单位：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科技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

道）〕

（五）实施集群提升工程。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延伸产业

链、发展上下游产业紧密结合起来，聚焦“1+3+1”主导产业，

实施传统产业链延链强链补链工程，以增强优势、补齐短板为重

点任务，着力打造细分领域特色优势产业链。引导园区深入实施

集群式项目满园扩园行动，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培育一批省级

产业集群、省级培育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集群。到 2025年，力争

将非金属材料产业建设成省级产业集群。〔牵头单位：县工信局；

责任单位：县商务局、县科技局、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六）实施招才引智工程。将传统产业升级急需的人才提升

至战略层面，开展人才公寓--“安家行动”、人才政策--“送单行

动”、“一站式”服务--“暖心行动”、联谊交友--“团建行动”。

聚焦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创新链，通过政策推介、实训对接、项

目路演等措施，着力引进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的高层次人才，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委人才办）；

责任单位：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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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促进高新区创新发展三年倍增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推进弋阳高新区工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弋阳高新区工业三年倍增，根据《上饶市促

进开发区创新发展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结合园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升级传统产业优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动能、做大主导产业强支

撑，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全面构

建结构优化、链群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努力实现

弋阳高新区工业三年倍增目标，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

二、行动目标

结合园区发展实际，集中力量推进优势再造，培育壮大先进

制造业集群，力争到2025 年，围绕“1+3+1”产业布局，加快培

育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打造

非金属材料产业200 亿级产业集群、有色金属产业200 亿级产业

集群、数字经济50 亿级产业集群、机械制造产业30亿级产业集

群、食品医药20 亿级产业集群，体现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

到 2025 年，园区实现营业收入超 500 亿元。主导产业集聚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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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80％。同时，近三年来园区在全省开发区争先创优综合考

评排名逐年前移。在稳住现有排名的基础上，力争到2025 年园区

争先创优排名跨进全省前40 名。

三、工作举措

（一）坚定目标，实现有效结果。项目是高新区的生命线，

在完成新一轮扩区调区实现园区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和六大主

题产业园建设的基础上，实施招大商、大招商。到 2025 年，实现

100 万平米标准厂房“满园”。招引20亿元以上项目10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10个，5亿元以上项目20个，亿元以上项目50 个，

园区规上企业突破200 家，园区投产企业突破300 家。〔牵头单

位：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二）加快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动力。一是扩平台。推动新

一轮扩区调区工作，争取 2023 年完成征地拆迁，促进园区规划面

积达到 10 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充产业空间；二是强基础。积极

实施园区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推动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热

电联产、展望大道排涝建设、金鸡湖工人休闲广场、产城融合区

二期、道路等项目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园区，力争创建洁净

园、绿色园区、平安园区等称号。三是推项目。把握项目建设的

“牛鼻子”，逐年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紧盯

前期报批、资金到位和施工进度三个环节，协调解决各类矛盾和

问题，推进锦辉、润品、屹鑫、晟凡等一批在建项目早日建成投

产。同时加快推进十大主题产业园建设，力争 2025 年全部交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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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牵头单位：县发改委、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

各乡镇（街道）〕

（三）紧抓产业规模，发展量质齐升。一是抓增量。围绕“1

+3+1”的产业布局，加紧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延链补链强链，

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发展前景好、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项

目落户园区，实现企业“拎包入住”填满主题产业园，打造特色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二是扩存量。促进企业增产增效，扩大有限

投入，引导企业技改升级，继续落实班子成员重点企业及重点项

目包干制，针对重点企业每周调度、每旬进企、每月盘点，逐个

企业认真分析、精准研判、压实责任，实现巴顿环保、耐华环保、

锦辉、康恩贝等一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倍增，到 2025 年巴顿、锦

辉均实现营收突破100 亿元；三是优质量。积极推动园区“二次

创业”，探索企业进出机制，实施标准地项目引进，按照“一企

一档”分级分类管理，并依法清理道口园区华尔圣、恒隆等一批

园区“僵尸企业”和闲置土地，及时清退低效用地、落后产能、

淘汰产能企业，实现“腾笼换鸟”确保新项目进得来、能落地、

留得下，提高资源要素培植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到 2025

年实现园区土地开发率和使用率达到100%。〔牵头单位：县工信

局、县发改委、县商务局、县自然资源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

各乡镇（街道）〕

（四）创优营商环境，提高发展质量。一是推进干部队伍能

力作风建设，引导全体干部强化担当意识、服务自觉、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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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底线思维，以问题查找入手、在难题化解上发力,全程服务、精

准服务、联动服务，推动营商环境向更高水平跨越，加强入企服

务力度。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纾困解难的“暖企”“助企”行动，

进一步推动“营十条”走深走实，利用“二号章”、企业服务大

厅竭尽全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办事、“一条龙”服务，切实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发改局、县

政数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各乡镇（街道）〕

（五）坚持创新驱动，激发发展活力。发挥企业的创新主导

作用，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四链合一”的创

新创业生态。全力打造具有重要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聚地，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升高新技术产值占比、

研发投入，利用创新驱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推动主导产业向高

端化发展。到2025 年力争弋阳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70家，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0 个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100 家以上。〔牵

头单位：县科技局、县工信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各乡镇（街

道）〕

（六）持续机制改革，催动内生动力。坚持走市场化、专业

化之路，因地制宜采取纯公司化运行、“管委会+平台公司”、

“开发区+特色产业园”等运营管理方式，加快推动园区机制体

制改革，不断提升园区的融资功能、开发功能，使政府行政权和

企业经营权分离，提高园区运行管理效率，围绕“1+3+1”主导产

业，以“区中园”“园中园”等形式，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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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营”的思路，引进社会资本在园区内建设和运营特色产业

园。同时积极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实现园区财税独立。加快推进

园区财政管理体制实施力度，坚持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建立

独立的财税核算体系。〔牵头单位：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税

务局；责任单位：县高新区〕

抄送：县委、人大、政协、纪委、人武部办。

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3 年 7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