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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五网”建设快速推进，近年

来，昆明市为企业入驻官渡区增加了

吸引力。“我们的项目2013年启动

时，周边还有不少断头路。”万科公

园里项目经理冯达介绍，随着项目的

逐步推进，日趋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

为工程建设带来便利，也使项目更具

有商业价值。中铁建、中交建、保利

等中国“500强”企业纷纷将区域总部

设在官渡区，与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密不可分。

“我区正处于投资拉动效应明

显，质量效益逐步提升的关键时

期。”赵昆说，2017年全区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463. 4亿元，同比增长

10.5%，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新布局助推产业升级

立足于巫家坝城市新中心、环滇

池湿地以及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等都坐落在区内的优势

条件，官渡区准确定位，精准发力。

《官渡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

区域性国际会展商务区和文化生态宜

居特色区。

2017年，官渡区为区内约100场

国际国内展会提供了各方面的保障；

区内有3家企业入选全国首批展览业重

点联系单位。作为新兴产业，会展业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势头越发强

劲，对官渡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

发明显。

依托会展平台，官渡区加快了走

出去的步伐。2016年，官渡区主要领

导带队赴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

地举办了首次招商推介会。到2017

年，这样的推介会已形成常态。官渡

区将这种“以会招商”的效应发挥到

极致：2016年，依托“商洽会”等大

型展会，引进协议投资额849亿元，位

列云南省县区第一。2017年，这个数

字增加到886亿元，再创新高。

为打造文化生态宜居特色区，官

渡区充分利用毗邻滇池的优势，依托

17.6公里的湖岸线和22条入滇河道，

实施文化引领和“文化+”战略。以宝

象河旅游文化休闲长廊、环湖东路生

态文化休闲长廊为代表，一批特色鲜

明的文化区目前正在抓紧建设中。配

合商业模式不断成熟的官渡古镇和已

经基本建成的会展小镇，区内旅游和

文化、健康、科技等要素将实现深度

融合，进一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赵昆介绍，结合实际，官渡区正

在培育“9+1”重点产业。商贸、现代

物流、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科技

及信息服务、房地产、会展、健康服

务等9个新兴产业，以及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都在官渡区实现了精准布局，

并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

作为全省最具市场活力的县区之

一，2017年官渡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3.66万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5万

户。总量、年度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官渡区不

断深入开展“放管服”改革有着直接

关系。目前，全区已有3845项行政职

权、公共服务、内部审批事项实现政

务服务网上大厅办理。“多证合一”

深入推进、第一批“最多跑一次”的

48项事项清单公布，使市场主体感受

到了营商环境的改变。

“以前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等各

种业务，需要几天时间往返于各部门

之间。现在来服务中心一上午就都办

好了，节省了大量时间。”说起2017

年初建成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官渡区

党群服务中心，商户杨舒军赞不绝

口。服务中心集政务、党务、商务、

居务为一体，集合了各相关单位的专

职人员进驻，可为辖区的3万余商户

提供“一站式服务”。

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为官渡区引

来了“金凤凰”。2017年，官渡区引

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名、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11户，吸引面向南亚东南

亚知识产权服务（昆明）中心落地，

为该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此外，

通过开展首届“官渡区突出贡献人

才”评选，一批有能力肯钻研的专家

学者脱颖而出，起到了聚合资源、引

领发展的作用。

2017年，官渡区有4名创业青年

荣获第七届“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

提名奖，数量在全省各县（市、区）

中位列第一。这是官渡区激发市场活

力、重视人才带动作用的结果。作为

一名创业者，岳健从事云南传统药材

生产研发已经多年：“为了方便产学

研结合，我的公司就设在官渡区职业

高级中学里面。而为了促成企业和学

校间的合作，官渡区相关部门做了大

量工作。”

2017年，官渡区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693元、

18780元，分别增长8.4%和9.4%，绝对

值居全省第一。这是官渡区全体居民

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给全

区人民带来的福祉。

本刊记者 王学勇 

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党群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