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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门见塘，风荷正举。塘里，莲动，苇摇；池畔，

柳斜，廊回。江南的风致，框在了豫东的村庄。

连廊里，河南省虞城县冯庄村村民王巧玲闲把

蒲扇，唠着“门对塘”的惬意。将院门开向水塘，枕水

而居的村民，家家如此。

这事，搁在 6 年前，可不敢想。

绿藻浮，杂草生，垃圾漂……时任村支书冯保林

点开手机相册，翻出了水塘“旧时模样”。

屋建塘边，一度让王大娘觉得“多烦人”。即便

是“墙对塘”，也挡不住气味熏人。搬！她一直在心

中盘算着。

改变，势在必行。

蹚泥路、过水坑，村两委的干部调研了好几天，

你一言，我一语，埋在荒草和垃圾中的水塘子，渐渐

有了“出头”的方案。

说干就干——

村集体出大头，村民们凑小头，集齐近 8 万元经

费，清污整治的车队开进了村子。排污水、铲淤泥、

清垃圾、整岸线，臭水塘大变样。

县里的农技专家还给支了招，要想让整治后的

水塘保持水质稳定，可以构造水生植物生态系统，作

为大自然的净化器。

2018 年 4 月，村里从农业服务站买了 800 元的

莲子，撒进塘里，2 个月过去没有动静；不甘心更不

灰心，又撒了 1300 元的莲子。第二年的夏天，莲叶

田田、荷花灼灼。

“在村里待了这么些年，搁以前门都不敢开，今

儿个推门荷花香，好嘞很。”忆起小荷才露尖尖角的

场景，王大娘手肘一叩栏杆、直起了身子。如今，夏

天一到，赏荷成了村里老人最惬意的事。

水塘之变，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活之变。荷

花初露的那年，村里给每家每户门前拉来一蓝一绿

两个垃圾桶，还组建了垃圾清运队。“这塘子恁好看，

可不舍得再往里头扔垃圾。”王大娘朴素的话语，蕴

含着文明新风的种子。

转变，有时在一夕之间，有时也需久久为功。

水塘边的一间旱厕，3 年才拆掉。

指针回拨到 2018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在全国广袤的乡间密

集落子，“厕所革命”迈向纵深。

冯庄村，来了好政策：厕所改造费用全免，县里无偿提供厕具。厕所入

院，方便；冲水马桶，干净。

围塘的旱厕，曾是村干部心里的大石头。乘着政策东风，破题如箭

在弦。

当年 6 月，时任村委会主任张留永兴致勃勃地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讲政

策、道实惠。谁承想，来了 26 名村民代表，递交改造申请的，只有两名。

好政策，咋没好反馈？

是旧时的习惯，“谁愿意把又脏又臭的厕所建在自个儿院里”；是心中的

隐忧，“厕所周围硬化的土坪砸坏了，政府管不管”……

面对问题，村干部转换了思路：工作从贫困户做起，以点带面。贫困户

家的厕所改造好后，一拨又一拨的村民被村干部领着参观、感受，以所见促

所思。

卫生、方便、异味少，每一座新建的厕所，都化身静默却有力的说服者。

时间流转，村办公室收到的改造申请越叠越厚，水塘边、道路旁的旱厕一个

接一个地消失。到 2019 年底，200 多户完成厕改。

2021 年 4 月，塘边最后一间旱厕的主人陆老汉拦住了路过的村支书冯

红兵：改厕的名额还有不？

冯红兵笑笑：有！

也正是在这一年，冯红兵和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宁开锋，带着村民硬化了

村道、粉刷了院墙，房前屋后栽了 3000 株月季。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一个村庄的 6 年变迁诠释着这个“朴素的

道理”。近 500 户人家的冯庄村，从事钢卷尺产业的就有 200 多户。为守一

方清塘，县里扶持、镇上引导、村里动员，生产加工的环保标准一提再提，产

品品质也是一升再升。6 年间，村里的工业产值增了近 9 倍，达到 29 亿元。

“完善排水系统”“硬化路户户通”“筹建老年食堂”……办公室的书柜

上，冯红兵抽出一个蓝色的文件夹，里面写满了后续的工作、未来的设想。

视线越过冯红兵的肩头，河南省“五星”支部的奖牌，立在书柜正中的位

置。“五星”支部，去年整个虞城县只有 6 个。宁开锋介绍，“五星”支部创建

是省委组织部推进基层党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只有在支部过

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 5 个方面都有突出成绩，村党

支部今年才能保级成功，“一刻不敢耽误，一刻也不能懈怠”。

美丽中国的底色，便是美丽乡村。连廊里的唠嗑，对这些年的变化已习

以为常，聊得更多的，是孩子是教育，是保障是健康，是致富是畅想……

说话间，一个娃儿挣脱了奶奶的手，抄起石子往塘里打了个水漂。两只

小野鸭机敏地踩着莲叶一路小跑，钻向藕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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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健康理念深入人

心，闲暇之余跑步举铁，越来越多人习以

为常。在山东德州，宁津县依托五金、纺

织 等 传 统 加 工 业 ，做 大 做 强 健 身 器 材

产业。

2000 余家健身器材企业集聚宁津，

占国内商用健身器材 70%的份额，产品还

销至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2 年，当地

健身器材产业总产值约 87.6 亿元，同比增

长 6.2%。

这里的健身器材产业是怎样发展起

来的，又有哪些新趋势？近日，记者走进

小城，一探究竟。

从小到大——

小作坊起步
形成全链条优势

铁件碰撞的哗啷声、机器运转的咔嚓

声交响成曲。山东天展健身器材有限公

司车间生产线上，机械手挥舞、钳如手指，

焊花飞溅间，一个个零件被焊接起来。经

过组装、检测等工序，传送带送出一台台

崭新的跑步机。

公司总经理赵子立介绍：“我们主营

有氧、力量等健身设备，一天产能近 500
台。生产计划排到了 8 月，待生产设备近

2.6 万台。”

“15 年 前 ，厂 房 还 在 一 座 农 家 小 院

里。”赵子立回忆道，“当时县里几家健身

器材企业做得风生水起，不少人有样学样

建起小作坊。”

赵子立的生意从自家小院开始，越做

越大，到镇上租地、招人、扩厂，大大小小

租的地加起来，有 2 万多平方米。问题随

之而来：“有客户揣着大订单来，一看是小

作坊，扭头就走。”

这也是整个宁津健身器材产业曾面

临的难题。“当时，县里以小企业、小作坊

为主，厂房分散、简陋，生产经营不规范，

品质监管难度大。”宁津县健身器材产业

发展办公室主任章延民说，县里一次次召

开座谈会，最终商定，要实现长远发展，还

得走集约化、规模化的路子。

宁津县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起健身

器材产业园区，一批健身器材企业入驻，

赵子立也将企业搬进整齐漂亮的白色厂

房，还引进了自动化生产设备。

“集中生产，成本降了，效率提升了；

管理更规范，一条线监督，产品质量也提

高了。”赵子立说，“现在客商再来看，厂房

干净整齐，合作意愿都增强了。”

近年来，宁津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整合，引导五金机械加工、模具制造等

关联企业向园区集聚，形成了从材料供

应、研发制造到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的全

产业链。

“过去买材料、零件都得去外地。一

台跑步机的钢管重量占到 50%以上，一天

得用几十吨。去青岛买，光运输成本一吨

就要 150 元左右。”赵子立说，“产业集聚

后，钢管合作商距我们 1 公里，价格实惠，

还省了运输成本。”

“从家庭作坊到规模生产，我们用了

20 年，逐步构建起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

作、集群化发展的格局。”章延民说，宁津

县入选 2022 年度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

从大到强——

加强研发创新
发力高端市场

在山东迈宝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展

厅，记者坐上一台力量训练器，指尖在电

子屏上轻轻滑动，伴随着“嗡嗡”的声响，

座位缓缓升起，力量训练器开始自动调节

负重。

“健身器材有了聪明的‘大脑’，手机

扫码、填入信息，就能定制一套个性化锻

炼方案。再用时，扫一扫就可自动调节。”

该公司总经理刘新利说，通过智能技术，

迈宝赫近几年生产了不少“网红产品”。

宁津县健身器材产业起步之初，迈宝

赫便建起了厂子。从起初靠代工，到后来

做品牌，迈宝赫在业界“站住了脚”。“但

是，随着健身器材产业的发展壮大，一批

竞争厂家出现了，产品同质化严重，利润

越来越薄。”刘新利说。

怎样抢回竞争优势？“在健身器材国

际展会上，瞧着琳琅满目的器材，真是大

开眼界。”刘新利说，返回途中，大家你一

言我一句，最终下了结论：发力生产智能

化，增强器械服务性，让消费者爱上运动、

科学运动。

“技术研发，得有人才支撑。小县城，

人才难引更难留。之前招过一位，结果待

了没仨月就走了。”刘新利说，“正发愁，县

里‘雪中送炭’。”

宁津县积极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建

立产学研基地，邀请专家进厂指导。“不久

前，我们设计一款高端跑步机，县里帮我

们与上海大学牵线搭桥。专家懂人体工

学，有大量的实验数据做支撑，我们的器

材对肌肉锻炼的精准度提高。”刘新利说。

“人才难引进，我们就领着企业走出

去，到北京、深圳等地建研发中心，依托当

地资源进行技术攻关。”章延民说，迈宝赫

的研发中心建在深圳，已研发出 20 余个

系 列 、400 多 个 品 种 的 商 用 健 身 器 材

产品。

综观宁津，中小企业仍较多，贴牌、代

工为主，整体处于中低端。“怎样发挥好大

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再往上‘蹦

一蹦’？”章延民介绍，去年，县里成立健身

器材产业协会，由迈宝赫、宝德龙等几家

大企业牵头，既制定生产标准，还组建了

技术联盟。

对于技术联盟的优势，刚成立几年的

山东布莱特威健身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铁民深有感触。他说：“研发遇难题，开

个碰头会，问一问、唠一唠，再去人家的工

厂转一转，能学到不少。有了引领，咱也

努力搞创新，比学赶超嘛！”

从强向优——

拓展应用场景
激发“体育+”新动能

跟随山东宝德龙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世晶的脚步，记者来到一台“特

殊”的跑步机前：两侧扶手偏长，上面缠着

吊带、牵引绳；轻触屏幕，机器徐徐启动，

速度缓慢。

“1 小时跑 50 米，两脚一抬一落还得

等上个空当。”赵世晶演示着，“这是为偏

瘫患者‘量身定制’的，缓慢而柔和的被动

训练，有利于下肢功能康复。”

健身器材企业，为啥涉足康复医疗？

多年前，宝德龙面临着行业竞争，转型势

在必行，于是，管理层外出“取经”。

“有一次同专家聊天，我们得知，有康

复需求老人的数量逐年增加，这个群体锻

炼困难，甚至只能动动手指、翻翻身体。”

赵世晶说，“当时听得心里难受，但也受启

发：能不能借助智能制造技术，以健身器

材帮老人做康复？”

几年间，一个总投资 10.8 亿元的新产

业园成功落地，占地面积 360 余亩。宝德

龙相继推出了腿部伸展弯曲机、胸部推举

机等 6 款康复医疗体育器材，共取得 17 项

专利。

从健身到健康，“体育+康复”的发展

思路，给予了行业新的启发——

“发展至今，健身器材产业已经成为

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要想‘再上层

楼’，还要寻求新的突破，向医疗康复、体

育竞技、智慧体育等领域拓展，与健康、养

老、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促进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章延民说。

如今，一批健身器材企业开始试水

“体育+”，拓展产品应用场景。在宁津走

一走，医院、酒店、景点、美食街区……随

处可见健身器材，伴随开展了许多公益性

群众性体育赛事。章延民说，“我们希望

通过更多场景开发，带动产业提档升级，

助力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把全民

健身引向深入。”

“拓展场景的本质，是通过器械给客

户提供一种服务。无论怎么‘+’，服务都

要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当地一家健

身器材企业的负责人周月明说，“让客户

满意了，就是最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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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健身器材占国内市场七成份额，山东宁津—

小作坊“练就”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李 蕊 陶相安

■经济新方位
县域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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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走进宁津的健身器材产业园区，一组

组健身器材在工人与机器的配合下，打包

装箱、运往外地。健身器材产业总产值约

87.6 亿 元 ，绝 对 算 得 上 当 地 的 支 柱 型

产业。

由小作坊到产业园，变化发生在短短

20 年间。以产业园区整合资源，借产学

研基地引进人才，建研发中心借助外力，

以产业协会形成标准，以技术联盟促大带

小、促强带弱……而今，宁津商用健身器

材占据国内市场七成份额，叫响了小城

品牌。

“宁津制造”的故事，折射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之道。县域产业多从“单打独

斗 ”的 小 企 业 起 步 ，难 免 遭 遇 产 品 品 质

良 莠 不 齐 、生 产 流 通 衔 接 不 畅 、无 序 化

同质化竞争等问题；随着“抱团发力”的

现实需求强烈，生产、品控、储运等全产

业 链 体 系 形 成 ，小 作 坊 里 走 出 的 大 产

业 ，以 标 准 化 生 产 、品 牌 化 运 营 叩 开 了

市场大门。

品牌建设并非一劳永逸，对于小城

品 牌 尤 其 如 此 ，“ 小 而 美 ”要 警 惕“ 弱 而

脆 ”。 如 何 筑 牢 产 业 根 基 、保 持 良 好

口碑？

再看宁津，健身器材产业随着全民

健身热潮起步，又借力体育产业风口试

水“体育+”，以品质强品牌、以创新优品

牌 ，基 本 逻 辑 只 有 一 条 ：客 商 看 不 上 小

作 坊 ，就 着 力 建 设 产 业 集 群 ；市 面 产 品

同 质 化 ，就 发 力 人 才 、技 术 走 高 端 化 路

子 ；市 场 竞 争 越 发 激 烈 ，就 细 分 需 求 创

新 供 给 。“让客户满意了，就是最大的品

牌”就是这个道理。

小城品牌，成于好口碑
陶相安

（上接第一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度演进，为

民间制造业投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说，

“当前消费恢复向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新能源产业、数字经济等相关制造业发展潜力巨

大，为民间投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消费恢复向好——

今 年 以 来 ，国 内 需 求 稳 步 扩 大 ，消 费 带 动

作 用 增 强 ，前 5 月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长 9.3%，比一季度明显加快。随着消费场景

拓展，居民外出购物增加，市场销售继续扩大，

服 务 性 消 费 较 快 增 长 ，5 月 份 餐 饮 收 入 增 长

35.1%。

“今年以来行业投资信心明显加强，头部品

牌 都 在 加 速 布 局 新 店 ，3 月 我 们 开 了 洛 阳 首

店。”喜茶河南洛阳市南昌路王府井店经理张艺

祥说。

当前，线上消费需求释放带动作用明显，平

台经济还将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发

展消费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我国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推

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大力稳定传统贸易伙伴贸

易，成效不断显现。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

口 10.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占进出口总值

的 52.7％，同比提升 3.3 个百分点。

“我们的产品远销海外市场。”浙江华丰电动

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群今年率领团队前往

德国参加了法兰克福展，带回来不少订单。“公司

正在考虑增加生产线。”

下一步，各部门还将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

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

开放提高到新水平。相关企业正在加快提升国

际竞争力，走上国际大舞台努力打拼，带动更多

中国制造、中国服务走出国门。

市场预期增强——

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向好，带动企

业家对经济发展预期回暖。2023 年第二季度中

国人民银行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营景气

指数为 49.6%，比上季上升 0.4 个百分点；盈利指

数为 53.2%，比上季上升 5.4 个百分点。

“去年，我们启动建设总投资 2 亿元的高能

级创新平台 P3 实验室项目，今年将完成后续投

资 1 亿元。”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宋永军说，“基于对产业发展空间的预判和

对市场的信心，公司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广大企

业家仍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和敢拼敢闯的

干劲，将继续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断谱写企

业发展新篇章。

政策发力，增强投资
内生动力

“我专程赶到广州参会，想多了解一些相关

政 策 。 政 府 为 企 业 搭 台 ，我 们 要 抓 住 机 遇 发

展！”广东韶关东阳光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李洪伟说。 6 月 26 日，广东省面向民间资

本 推 介 示 范 项 目 和 应 用 场 景 会 议 上 企 业 家 云

集。此次推介的示范项目共计 101 个、总投资

2394 亿元；推介的应用场景共有 56 个，总投资

估算 110 亿元。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发挥好政府投资的撬

动作用。2022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

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

发展的意见》，从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

撬 动 作 用 等 6 个 方 面 提 出 了 21 条 具 体 政 策 措

施。今年以来，多地出台举措发挥政府投资和政

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向民间资本发出“邀请函”，

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

项目清单透明，民间资本“敢投”。

3 月，江苏盐城市推出 65 个鼓励民间资本投

资的重大项目，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大

健康等多个领域。“项目清单清晰透明，部分项目

已完成方案设计、立项、环评等前期工作，这样相

对成熟的项目，我们企业更敢投资。”江苏德龙镍

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多地拿出项目清单，贵州宣布拟推

进实施 2500 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计划完成投

资 3683.1 亿元；北京公布第一批向民间资本公开

推介项目共计 149 个，总投资 1308 亿元；四川向

民间资本公开推介重点领域项目 129 个，涉及总

投资 1371.94 亿元……政府搭台为民间投资提供

更多空间。

营商环境改善，民间资本“愿投”。

“通过政企交流，提供一对一服务，市场监

管部门助力公司申请专利 130 余项，增强了竞

争力。今年将新增投资 1.5 亿元建成新厂区。”

山东天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福平说。

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打造

政 企 交 流 平 台“ 企 业 家 周 末 下 午 茶 ”受 到 企 业

好评。

好的营商环境能产生强大的“磁吸力”。相

关部门正在建立健全与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

机制，及时了解企业困难和诉求，完善相关政策

和措施，推动经济发展。山东发布深化营商环

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天津亮出 2023 年优

化营商环境责任清单，重庆推出 108 项举措优

化营商环境……多地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提供有

力支撑。

体制机制创新，民间资本“能投”。

一些鼓励民间投资的项目对企业资质、资

金 要 求 较 高 ，很 多 民 企 自 身 难 以 全 部 满 足 要

求。“南京将在招投标中对民间投资一视同仁，

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联合体等方式参与市内重大

工 程 建 设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发 改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绍。

为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解决“不

能投”的问题，今年 4 月，《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

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在风险可控、权责明

晰的前提下，鼓励多家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投

资、建设、运营大体量基础设施项目。

激励引导，持续提振
投资信心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5 月底，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达到 5092.76 万

户，较 2012 年底增长 3.7 倍，民营企业在企业中

的占比由 79.4%提升至 92.4%，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其中，平台经济在

时代发展大潮中应运而生，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

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

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在发展

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

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稳投资就

要稳民间投资。当前，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影响，

部分民营企业效益下降、现金流紧张、再投资能

力不足。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持续推

动民间资本高质量发展？

4 月 2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

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

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

气。”“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

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

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关键在于让民间资本形

成稳定且良好的预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

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建议，建立更加公平的营

商环境，重点解决市场竞争不公平和法治环境不

完善的问题，加强准入制度改革，打破隐形壁垒，

规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

环境。

从实践看，重大项目建设在各地加力领跑，

政府投资有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可

以有效拉动民间投资增长。辽宁大学校长余淼

杰表示，各地应更好发挥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

强化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保障，以政策激励撬

动经营主体活力。特别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刘立峰建议，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民营

企业信贷投放，保障民营企业信贷资源。进一步

完善融资担保服务功能，建立政府和社会主体合

作的融资担保公司，对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

提供融资增信支持。

提信心、强保障、解难题，多措并举让民间资

本“敢投”“愿投”“能投”，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持续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贡

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