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态化长效性合作机制。未来，屯

昌将以观念接轨为先导、产业接轨

为核心、市场接轨为主体，着力打

造“两基地、一花园”（绿色农产品

供给基地、产业协作配套基地和康

养旅居的后花园），为做大做强海

口经济圈做好服务，加快建设成连

接海口经济圈和其他发展极的“桥

接枢纽”和支撑“三极一带一区”区

域发展的“肱骨力量”。

二是立足特色，共谋产业发

展。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主导产业的选择对地方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立足海南优质的旅游和气候资源

及自贸港政策优势，明确了未来五

年海南要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

屯昌是全省唯一的丘陵地区，

具有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故在产

业选择上结合了作为农业大县的

县情实际，统筹县域经济整体布

局，瞄准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中的

“两个枝丫”，坚持做大做强以黑猪

产业为龙头的现代农业和以沉香

产业为主导的南药大健康产业。

精心规划建设了面积21.8平方公

里的南药健康产业园，园区内规划

了生态景观带、南药制造业片区、

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片区、低碳制造

业片区、现代服务业片区、新城生

活片区、物流仓储片区等“一带六

区”，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县乡村产

业空间布局，强化县城、镇与村联

动，带动屯昌产业发展。此外，通

过加强与周边市县的产业链上下

游协作配套，携手共谋产业合作与

发展。

三是发展县城，吸引人口集

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重点是依托县城建设集

聚更多的人口、持续优化县域经济

发展空间。县城作为县域人口集

聚地，是县域优质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的集聚地，既要为县城人口提

供优质民生服务，又要保障县乡居

民的就业发展需求，以此增强对返

乡创业就业人员和县域农村人口

的吸引力。

这方面，屯昌主要以“就业、配

套、生活成本”为关键抓手，不断吸

引本地人才回流及农村人口城镇

化转移。一是坚持产业吸纳人口

的“主引擎”驱动。以产城融合示

范区建设为载体，打造南药健康产

业园，强化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

驻，扩大就业岗位，吸引人口集聚，

推动产城高质量融合。同时利用

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引进人才，鼓

励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提升

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二是完善

县城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对返乡创

业就业人员和县域农村人口的吸

引力。屯昌瞄准群众最关切的教

育和医疗等痛点难点问题重点发

力，优化教育资源在县城、镇、村的

配置，特别是科学规划，加强县城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以屯昌中学等

“省一级学校”建设为抓手，切实提

升县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通过

与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进行医疗

合作的方式提升县城医疗服务质

量。完善县域医共体模式和分级诊

疗体系，提高城乡居民优质医疗资

源的可获得性。三是聚焦降低生活

成本，研究出台“菜篮子”保供稳价

一揽子政策、住房租赁补贴、安居房

和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让群众更加

轻松地过好日子。

四是创新模式，多渠道筹措资

金。随着县域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对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领域的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多，

品位和层次也越来越高，致使每年

投入建设的资金量也会越来越大。

由政府财政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所带来的不足和问题，已经束缚了

县城建设发展的速度。

为了破解县城建设“资金筹措

难”的问题，屯昌将充分利用“政府

投资、社会投资、平台融资”三个关

键资金渠道，根据项目属性和权

益，合理谋划投融资方案，缓解县

级财政资金压力。一是对屯昌产

城融合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等符合

重点投向领域且具有收益的公益

性县城城镇化项目，加大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支持，实现对社会资本的

撬动。通过完善产业园的配套设

施，吸引社会资本进驻，目前已落

地项目8个，总投资27.4839亿元。

二是在县城“补短板强弱项”领域

的公益性及经营性项目上规范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逐步探索PPP之

外的新投融资模式。如：在生态环

境导向的开发理念（EOD）引领

下，探索通过ABO（授权、建设、运

营）模式实施农村污水治理、“六水

共治”等生态环保项目。三是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利用政策性金融工

具投资和对外融资等方式建设基

础设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增

加中长期贷款投放，通过开发性政

策性金融机构加大特殊贷款，为县

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长期、稳

定且低成本的资金。H
（作者系中共屯昌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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