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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全区上半年经济运
行分析会上获悉，今年以来，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
击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党工委、管委会带领全区人民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主动
作为，锐意克难，上半年经济运
行基本面逐步向好，呈现触底
反弹、企稳回升的预期态势。

主要指标加快回稳。364
家“四上企业”应复尽复，徐工
集团、卡特徐州、万邦医药等龙
头企业率先达产达效，有力带
动了经济发展。1-6月份，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77.4亿元、增长
4%，增幅高于全市3.9个百分
点、全市第一。反映工业运行
的，规上工业总产值 865.2 亿
元、增长6.4%，增幅高于全市
7.1个百分点、全市第一；规上工
业 增 加 值 256.7 亿 元、增 长

3.1%，增幅高于全市2.3个百分
点、全市第一；工业应税销售收
入839.8亿元、增长7.6%、增幅
高于全市9.4个百分点；规上工
业用电量24.6亿千瓦时、下降
4.2%（剔除中能硅业、协鑫硅材
料影响，增长6.7%），降幅好于
全市3.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基
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反映服
务业发展的，176家三产规上企
业实现营收 480.9 亿元、增长
13.9%，增幅较一季度提高13.9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0.4亿元、下降4.3%，降幅好
于全市8.2个百分点（降幅全市
最低）。反映开放程度的，进出
口总额151亿元、增长5.2%，增
幅高于全市12个百分点，其中
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额42亿
元、是2019年全年的2.2倍（在
全省20家综保区中居第7位、
较去年提升6位）；离岸服务外

包执行额 8591 万美元、增长
34%；建成跨境电商综试区监
管场所、体验中心、线上综合服
务平台，成功承办中国（徐州）
跨境电商综试区运营启动仪
式。

新增长点加快培育。从招
商引资看，“765计划”签约项目
47个、完成率61.84%，总投资
319.3亿元，其中，签约过5亿元
项目7个、超10亿元项目2个，
特别是宝能数字未来城作为全
市首个“招商引资1号工程项
目”成功签约。从项目建设看，
36个省市重大产业项目，投资
106.9亿元、完成率53.2%，为全
市唯一一家投资过百亿的板
块；其中，31个实施项目已全部
开工，中科智芯晶圆级封装、明
日新能源电池等11个项目竣工
投产或部分投产。“765计划”开
工项目34个、完成全年任务的
58.6%、完成率全市第一，投产
项目 22 个、完成全年任务的
48.9%，完成率居全市前列。从
市场主体看，新办内资企业140

户、增长25%，注册资本24.5亿
元、增长 4.05%，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13户、协议注册外资6.74
亿美元、完成全年考核任务的
67.4%。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765计
划”中，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签
约项目32个、开工24个、投产
15 个，占比分别达到 68%、
70.6%、68.2%；1-6月份，战新
产业实现产值 638.9 亿、增长
7.8%，增幅高于规上工业总产值
1.4个百分点。在科技创新上，
96家企业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库，46家企业申报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35
家，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559.2亿、增长7.7%，增幅高于
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个百分点，
占全市比重60.2%；特别是鑫晶
半导体的“12英寸半导体硅片
技术”、徐工基础的“巷道智能快
速掘进设备关键技术”获批江苏
省重大成果转化，占全市的
66.7%。在规上工业企业培育

上，净增规上工业企业9家，占
全市净增总量的20%，无退库企
业，净增量全市第一。

社会事业得到发展。扎实
推进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年度
实施的67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52个，实际投资89.78亿元、完
成上半年任务的103.6%；344
省道徐庄段一期、连霍高速至
吕梁风景区连接线、城东大道
辅道拓宽重点项目推进顺利，
新建改造城市道路约15公里，
打开了发展新空间。坚持把高
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在
人民生活高质量上，10大类68
项为民实事项目总体进展顺
利，上半年累计投资5.47亿元、
完成投资额的65.9%；完成东王
庄、龙田、黄集等7个村（社区）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在建项目
15个，总建筑面积达到306万
平方米。城镇新增就业 8852
人、增长5.2%，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9246.3元、增长1.2%，较
去年同期增加218.8元，在疫情
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正增长。

企稳回升 进势趋强
我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基本面逐步向好

一朵朵来自新疆的棉花经
过铺棉机的碾压、拉匀，很快成
了一层层薄如蝉翼的絮棉，再经
过网线、研磨，很快便成了一床
床松软软的、带着棉香的被子。

7月 17日，金凤路旁的徐
州云锦絮棉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机器嗡嗡，10台铺棉机马力
全开，车间的角落处处堆满了
棉被，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
着称重、折叠、包装、入库。

作为一家曾经以出口为主
的棉品生产企业，今年以来，云
锦絮棉有限公司在我市各级政
府部门支持下，积极开拓国内市
场，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8
月底，保持着产销两旺的势头。

“从6月份到8月份，我们
总计将要完成5万多套新大学
生床品的生产，加上线上线下
的常规销售，还有5万套床品需
要生产。”公司生产厂长张俊告
诉记者，现在，100多名工人正
日夜赶工，全力以赴完成订单，
这些工人基本都是周边镇街的
适龄就业青年。

“现在我们平均每天要完成
1000多套床品的生产，幸好企
业所在的经开区大黄山街道5
月份时就已给我们输送了20多
名技术工人。”张俊说，云锦絮棉
的生产体系主要包括棉胎、床品
套件、库管发货三大部分，其中，
棉胎生产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床品套件和库管发货需要大
量人工，尤其是熟练的缝纫工相
对短缺，不过，在这批订单开始
生产前，在大黄山街道帮助下，
已经招齐了人手。

“我们的被子也叫千层被，
虽然没有一千层，但也体现了

我们独特的工艺。”张俊告诉记
者，因为在铺棉环节，云锦絮棉
的棉层达到了毫米级，一条棉
胎，足足需要铺棉几十层，比一
般的棉被都要蓬松轻柔，所以，
前几年公司一直在着力培育国
外中高端市场。

“疫情之下，出口订单骤减，
我们及时改变市场策略，加大了
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网店、促
销、直播，一个没落下。”云锦絮
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升说，幸好
有国内市场这块“宝地”，所以，
云锦絮棉有限公司还维持着订
单充足、营销稳步增长的势头。

据了解，目前，云锦絮棉有
限公司的国内市场供应达成了
销量的9成。

云锦絮棉的稳步转型还离
不开政企的合力突围。

“我们的棉花来自新疆、布
匹来自青岛，每批原料入库检
测全部由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协
调纤维检测人员上门服务。”王
升说，出口转内销，除了需要改
变产品结构、销售模式、拓展客
户渠道外，最重要的是短期内
的口碑建设，口碑从哪里来？
产品质量是保证，正是有了原
材料质量的严格把关，云锦絮
棉在线上线下的好评率十分
高；并且也凭借过硬质量，在全
国高校的床品招标中，多次入
围；下半年，云锦絮棉将继续坚
守质量底线，加大品牌建设力
度，校企订单、线上线下销售两
手抓，相信企业可以持续保持
稳中向好发展。

3个月，10万套订单
云锦絮棉有限公司转战内销市场产销两旺

今年以来，大为医疗（江
苏）有限公司千方百计克服疫
情影响，强化管理、拓展市场，
企业经营呈现良好态势。1—
6 月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

大为医疗公司是集自主
研发、生产、销售医用B超机、
彩超机、便携式B超机、笔记本
B超机、兽用B超机产品于一
体的专业厂家。公司成立以
来，先后与国际、国内知名医用
超声研发机构建立了紧密的技
术合作关系，并以可靠的超声

技术，高标准的质量体系，严格
的生产过程控制、及时的售后
服务保障，赢得了广大医疗机
构的信任。公司产品遍及国内
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
医疗机构，远销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等地区，并供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
等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作为科研
教学使用。

“疫情爆发后，供货困难、
物流中断、国外市场不稳定，我
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
为医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安抚员工，疫情期间公司
工资全额发放，未辞退一人。
在防控的特殊阶段，公司一方
面加强管理，开展精益管理学
习及技能提升，另一方面，积极
拓展市场，扩大销售，增加市场
份额。同时强化校企合作，积
极引进项目和人才，为企业提
档升级储备动能。

大为医疗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们在继续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加大新产
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力争
下半年取得更好的业绩。

疫情期间，不减工资不减人
大为医疗1—6月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

大数据智慧谷项目加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