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推进“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促进浏阳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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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湖南浏阳市从思想认识、组织保障、健全机制、完善规范、培育主体，发展效益、人才开 

发、队伍建设方面入手，大力推进“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促进浏阳跨越式发展，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全国基层科技工 

作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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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素有 “中国烟花之乡”、“中国红 

桎木之乡”等美誉，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科技 

创新作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来抓，连续2届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2000年以来被列为湖南省专利工作试 

点县(市)，2004年又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全 

国基层科技工作试点县市 ，2003年全市 

GDP跨过102．3亿元大关。浏阳近年来的实 

践证明，经济和社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而 

科技进步又依靠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 

持。我市的主要做法如下： 

1 立足根本点，从思想认识和组织保 

障上推进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工作，是一项 

涉及面广、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一把 

手抓第一生产力，是由一把手在班子中的地 

位、作用所决定的。只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第一生产力，就能在地方经济工作中抓住关 

键 ，抓住根本，抓出成效。 

第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牢记神圣 

职责。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党政领导干部的神圣 

职责。要肩负起这一重要使命，最根本的是 

要从理论上认识提高，并在实践中狠抓落 

实。市委认为，科技工作的地位要从建设“富 

裕、文明、秀美、安全”新浏阳的目标和实现 

表3 选择指标权重表 

选择指标 权重 

需求收入弹性(n ) 

增长率( ) 

技术进步率(n，) 

影响力系数(o ) 

感应度系数(a ) 

比较优势系数(as) 

市场占有率(o ) 

0．1038 

0．0873 

0．1527 

0．2203 

0．2044 

0．1625 

0．O694 

草加工(1．336)、造纸与纸制品(1．263)、电力 

(1,258)、自来水(1．169)、金融保险(1．096)、 

交通运输 (1．094)、化工 (0．977)、塑料 

(0．959)、电子(0．464)、仪器仪表(0、447)。 

根据上面的定量分析，结合产业结构演 

变的一般规律，对该中小城市来说，建筑业、 

纺织、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食品饮 

料 、木材加工等有资源基础的传统优势产业 

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导产业。另外， 

结合产业部门的技术经济特征以及当前的 

国内经济环境，应该重点扶持造纸与纸制 

品、电力、自来水和金融保险等产业。 

4 结论 

中小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不是固定的， 

主导产业集群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不断 

演化，在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后，某些 

旧的主导产业将被新兴的主导产业所取代 ， 

区域经济结构也将随之变化到一个新的状 

收稿日期：2004—07—12 

本文系湖南省长沙市科技进步管理创新系列报告之四 

作者简介：季亿龙。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刘阳市委书记。 

36 科技进步与对策·11月号·2004 

态。对中小城市经济管理决策部门来说，它 

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科学地确定不同时期 

的主导产业，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得到完善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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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跨越式大发展的高度去进一步深化。 

市委中心学习组把提升科技素养、掌握高新 

科技知识作为学习活动的重点来抓，先后邀 

请了国防科大、中南大学的教授、专家来浏 

阳为全体市级领导讲课，内容涉及信息工程、 

生物技术等。市委、市政府每年数十次专题 

研究科技工作，每年召开的全市科技工作会 

议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4大家一把手和乡 

镇、部门正职都参加，市、乡镇两级政府均由 

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主管科技工作 ，有力地 

促进了科技和经济结合。 

第二、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制度 

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是确保党政一把手抓 

第一生产力落到实处并常抓不懈的重要保 

证。为此，我市在继续坚持科技进步考核制 

度的同时，着力在抓制度的规范完善及其工 

作的落实上狠下功夫，特别是在强化监督机 

制上取得新的突破。一是进一步完善考核指 

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探索建立定性与定量、 

近期与中长期 、动态与静态 、开放性与系统 

性相结合的规范的考核操作体系，把科技创 

新情况纳入全市目标管理制度中，乡镇科技 

工作的目标责任管理分值达到了全市全年 

综合目标管理总分的4％，从而形成了上下 

齐抓、全员参与的“大科技”氛围。二是实行 

科技考核奖惩制度，即对科技进步工作考核 

评价好的乡镇和单位通报表扬，并在人、财、 

物等各方面优先扶持．近年来我市对科技型 

企业和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奖励力度逐年加 

大，每年对全市科技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 

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先后评选了十佳科技创 

新企业、十佳科技项目、十佳外聘专家等， 

2004年奖励金额达70万元；同时对不合格 

的乡镇和单位取消评选先进的资格，确保一 

把手抓第一生产力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 找准切入点。从培育主体和发展效 

益上推进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在开展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的活动中， 

企业是主体，机制是关键 ，人才是根本 ，投入 

是保证。企业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主 

体，也是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的主体。我市 

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基本作法，就 

是注重依靠产业带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即在 

做大做强传统优势花炮产业的同时，注重培 

育壮大生物制药、现代制造、纺织服装、化工 

建材等重点产业，依靠龙头企业促进和带动 

全市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我市在制定《关 

于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规 

定》、《浏阳市关于加快规模工业企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规定》等文件政策的同时，要求市 

内一般企业用于科技开发或技改的资金不 

得低于当年销售收入的3％，高新技术企业 

不低于5％的比例投入，并切实保证专款专 

用。对于科技创新、专利试点企业提取的上 

述经费可以连续3年使用，3年未用完，再冲 

转利润、征收所得税，给企业留足了科技创 

新的时间和空间。据统计，2003年全市投入 

的研 发经 费 1、63亿 元 ， 占 GDP总量 的 

1．59％，技改资金 15．4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4％。同时，我市紧紧围绕“市县科技工作 

就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把园区建设作 

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市(县)域经济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已初步形成东 

有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和乡镇企业科技 

园 、西有农产品加工科技园、南有花炮工业 

小区和全国星火示范镇 、北有生物医药园和 

现代制造产业基地的科技产业新格局，其中 

浏阳生物医药园区是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 

药基地，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最快 、规模最大 、 

成长性最好的一个医药专业园区，园区总面 

积 28kin ，现有企业 76家，其中90％为医药 

及相关产业，先后研制开发了 59个国家级 

新药和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3 主攻结合点，从创新创业和成果转 

化上推进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密切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实现科技经济 

一 体化是解决好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关键， 

也是衡量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是否真 

正取得实效的根本标准。为此，我市继续突 

出抓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把科 

技创新、技术进步与实现浏阳跨越式发展紧 

密地结合起来。首先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积极探索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政策， 

促使科技人员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 

场，使科技融入经济，鼓励和倡导科技人员 

参与市场竞争，并实行特殊的分配方式，让 

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成果参与分配 ，让有特 

殊贡献的科技人员先富起来。根据国财税字 

[1999]273号文件和 《湖南省技术市场管理 

条例》，2003年我市有 12家企业落实了减免 

所得税的政策，累计减免所得税60余万元， 

并返回科技型企业高级职称科技人员所得 

税 2万多元。其次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 

造传统产业相结合。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及 

其产业的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推进传统产业 

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提升现有支 

柱产业的技术含量。近年来我市按照“服务、 

引导、发展”的方针，及时为高新技术企业提 

供科技、经济信息，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 

经营管理。出台了《浏阳市关于加快规模工业 

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加强专利 

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和政策，在发展环境上为 

高新技术产业的壮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市 

委、市政府年初布置全市经济工作时，强调每 

个职能局联系一个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三项经费、技改经费都向这些帮扶企业倾斜。 

同时科技部门加强服务，从产业政策、信息、 

项目包装等方面全方位为企业排忧解难。目 

前全市拥有经省科技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19家 ，20o3年累计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l1．6亿元，同比增长 29．8％。 

4 强化支撑点。从人才开发和队伍建 

设上推进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和纽带， 

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落实党 

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必须把科技人才队 

伍这个载体的建设放在首位，常抓不懈。我 

市坚持重视培养选拔本地科技人才和引进 

高层次人才并举，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 

做到选人重成效、重实绩，把重学历与重实 

际工作能力结合起来，重职称与重贡献结合 

起来，重理论与重实践结合起来，凡是成效 

卓著、贡献突出者都要重用。在新时代的发 

展征途中，我市密切结合实施跨越式大发展 

战略对浏阳科技人才资源的要求，进一步落 

实和完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激励 

和促进外来人才为浏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全市拥有高级职称人员485名，外聘专 

家 200多名，浏阳籍院士 8名。市科技局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创建学习型机关，努 

力提高科技行政管理水平，营造了“人人是 

科技形象、个个是新科技人”、“人人有个舞 

台、个个争取成才”的良好氛围，2003年成为 

全市目标管理红旗单位，促进了全市科技工 

作再上新台阶，为开创科技经济新局面作出 

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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