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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唐河县委 唐河县人民政府

中共唐河县委 唐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唐河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

提升重点产业链实施方案（2024—2025 年）》的

通 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县委各部委，

县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唐河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提升重点产业链实施

方案（2024—2025 年）》已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 共 唐 河 县 委

唐河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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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

提升重点产业链实施方案（2024—2025 年）

为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集聚发展，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按照《南阳市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培育提升重点产业链推进方案（2024—2025 年）》，结合

我县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唐河产业实际，充分发挥唐河县

三大主导、五大优势行业优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提升重

点产业链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为重点，加快推进优势产业延链、

新兴产业壮链、传统产业升链、短板产业补链，推进我县制造业

产业链优化、价值链跃升、竞争力重塑，构建唐河“7+9”现代产

业新体系，为唐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提供强大支撑。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末，通过大力实施制造业强县战略，力争我县传统

产业新型化率达到 50%以上，基本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服务化转型，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关键环、中高端；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壮大，增加值年均增长 15%以上，新兴产业占制造业

增加值的比重逐步达到 30%以上；产业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突破一批产业“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新增培育 15 家以上



- 3 -

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链主型”企业和2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三、重点领域

坚持市县产业链发展“一盘棋”，按照“优化整合一批、充

实丰富一批、新建新设一批”的思路，对我县传统优势产业进行

分析整合，确定重点培育 7 大产业集群、9 个重点产业链，形成唐

河特色的“7+9”现代产业体系新构架。

（一）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1.传感器产业链

支持培育艾礼富传感器、特普生传感器围绕机械设备、家用

电器、科学仪器仪表、医疗卫生、通讯电子以及汽车等领域进一

步扩展应用、提升市场竞争力，成为细分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企业，

依托入驻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实验室，打造高能创

新平台，重点推动新型 MEMS 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发展，加快智能

传感器产业园建设，依据绘制好的产业图谱，规划着力引进 5 家

以上传感器制造企业入驻，形成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

的传感器产业联合体。

2.数字光电、灯具照明产业链

——电子元器件。以豫科芯片、芯光智显为引领，坚持新型

电子元器件的设计与制造、工艺技术开发的发展路径，围绕电感、

磁性元器件等优势产品线，推动核心产品向家电、通讯、医疗设

备、新能源等领域扩展。芯光智显与纳米研究所深入合作，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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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技术开发共享，研究成果共享,客户共享，接单、生产、技术

支持等全面深度捆绑。依托耀皓电子以智能终端设备为方向，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扩大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光电信息产业向长链

条、多领域、宽应用方向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与南阳理工

学院达成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在产品深

入研发、产教融合、企业标准制定、智能生产线研发、跨境产品

销售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光学仪器。依托格瑞光电、金冠智能、豫科物理等企业，

以光学仪器、智能终端、敏感元件等产品生产为主，重点发展高

性能光电传感器等光电产品。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做好专利

申请。推进光电产业共性与关键技术平台的构建工作。探索企业

检测资源的整合共享，提高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

——灯具照明。围绕灯具照明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造格瑞

智能、豫艋新能源成为创新引领性企业，依托行业龙头豫科物理

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展技术协同攻关，攻克重点产业发展存

在的“卡脖子”问题和产业发展核心关键技术。依托骨干企业高

水平建设和引进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本地企业联合高校、科

研院所共建实验室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灯具照明企业传统

优势产业链嫁接新技术、延链中高端。推动灯具照明产业链建设

以智能工厂(车间)为主要载体的智能制造新场景，鼓励“链主”

企业向上下游企业推广系统解决方案，带动提升全产业链智能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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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产业集群

3.新能源产业链

——风电光电储能。抓住创建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机遇，

围绕风电和光伏并网规模“双百万”千瓦建设目标，依托华润、

天润、三峡电能大力发展风电设备、光伏组件加工产业；围绕年

发电 30 亿千瓦时绿电生产规模，大力发展制氢制醇产业；围绕生

物质、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等可再生资源，依托牧原、北京首创

大力发展收运、制气、发电产业；围绕储能基地建设，依托海宏

科技、贵登新能源大力发展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加工产业，加快

推动新能源产业产值向百亿级迈进。

——新能源电池。以锂离子电池为重点，推动高倍率动力电

池快速发展。依托海宏科技、海川新能源、贵登新能源等重点企

业在储能和动力电池领域发展壮大，成为细分领域有影响力的企

业。海宏科技加大与南阳师范学院和南阳理工学院产学研深度合

作，并促成与中科院研究所共建实验基地。围绕锂电池产业链布

局发展，重点培育动力电池制造、终端运用企业，加速拓展锂电

池上下游关联产业。着力引进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

膜等锂电材料企业，为锂电池制造提供链条支撑。结合全球锂电

产业技术发展趋势，重点引导以海宏科技、贵登新能源为主的动

力电池制造企业特色化发展，加快贵登锂电池二期项目、丰隆时

代新能源、海川新能源项目扩大产能，在原有终端领域做大做强

的基础上，进行风电、光伏等储能设备的研发。加强引导锂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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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业发展，结合我县现有产业，引导诺信腾达为方形电池生产

配套箱体，引导特种车辆生产企业亿翔专汽转型向新能源汽车领

域发展，促进锂电池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结合县情引进锂电包

装材料、电池材料回收企业。

——新型电力装备。巩固输变电产业优势，依托中通智能、

亚盛电气等重点企业，坚持“集成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

路径，围绕互感器、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优势产品线，推动核心

产品向小型化、低功耗、低噪音方向升级，积极扩展新能源充换

电配套设备、新能源储能并网设备、特高压变电设备、坚强电网

智能配电设备等新产品领域，加快构建以变配电装备、输变电控

制装备、输变电保护与监控装备、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成套装备、

新能源配套设备为主导的电力装备制造产业链条，支持中通智能

与郑州轻工业大学科研院校共建的研发平台、智能防爆电气联合

研发中心。依托亚盛电气、金冠智能、分能电气、科达电气等唐

河重点电气电力设备企业，推动高低压成套设备、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住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先进

电力电子装置销、电力电子元器件、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的扩

大生产销售。

（三）新材料产业集群

4.新材料产业链

——生物柴油。依托金海生物企业，推动生物柴油（脂肪酸

甲酯）和UCO（再生废弃油脂）深加工，产品应用于塑料、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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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石油化工、建筑材料、化肥、饲料等行业。到 2025 年，全

县生物柴油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 亿元以上，构建总量规模

大、产业布局优、链条构架全、创新能力强的生物柴油产业。

——碱化工。主要依托中天碱业有限公司纯碱在建项目，以

废渣、废气、废液、废水等废物循环综合利用为主线，提高优质

重碱生产比例，加快发展碳酸钡、日用小苏打、洗涤剂等产品，

提升小苏打、硅酸钠等产品深加工率，做大做强“天然碱卤—纯

碱—小苏打—精细化工—新型化工产品”产业链。推进中天碱业

项目建设，逐步形成碱硝化工及高性能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全力

配合南阳市打响“中国天然碱之都”品牌。

5.新型建材、绿色包装产业链

——新型建材。尽快启动东王集郭桥天然碱矿开采；引导湖

阳铜镍矿走向市场，尽快恢复生产；积极推动湖阳仝湾牛山和祁

仪尚冲建筑用大理岩矿出让。加强对开采过程的监管，确保资源

开采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做好五峰山石英砂岩矿勘察，积极推

介活水杨矿泉水资源探矿权出让，强力推进矿产资源市场统筹开

发，招引矿产资源深加工企业，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以矿促

产，以产促发展，实现矿产资源资产价值的最大化。依托泰隆水

泥、新鼎立等企业，发挥水泥窑炉“一窑多用”功能，开展水泥

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示范试点。依托绿然环保，

采用环保技术，开展绿色建材生产线建设，节能降排，减少环境

污染，打造绿色化建材生产线，鼓励唐河水泥企业集团向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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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由建材供应商向综合建材服务商转变，延长有效产业链群，

扩大生产销售规模。

——装配式建筑。发挥鑫淼远大、鑫淼砂石等建材产业优势，

以装配式建筑为重点，发挥建筑业预制叠合板、楼梯、梁柱、风

电混塔塔筒等产品的整体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向下游延伸，加大

与水利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河南省工程实验室的联合合作。组建装

配式建筑联合体，推进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项目中的应用，推

动设计、施工一体化建设模式和预制构配件市场发展。鼓励喜象

科技、盾美铝业等铝型材生产厂家以及常涛玻璃、澳腾实业等生

产厂家与德艺林门业、佰思泰家具等门窗加工厂家互相合作，打

造装配式建筑完整产业链群。

——绿色印刷包装。以统包包装、资正智能制造为龙头，围

绕瓦楞纸箱、彩色印刷纸箱等核心产品，依托高速瓦楞纸板包装

研发平台，采用环保材料和工艺，注重节能减排，着力打造“环

保印刷材料、绿色印刷包装、智能包装”产业链条，建设以绿色

包装印刷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实现印刷包装新材料产业链

协同发展，打造本地辐射 200 公里圈的产业集群。

（四）轻工纺织产业集群

6.纺织服装、日用品及儿童用品产业链

——纺织。依托彩锦纺织、皓月棉业、万凯纺织等纺织企业，

加快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和新材料开发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提升传统棉纺业水平，稳定提升纯棉纱线产品质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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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棉、化纤以及多种成分混纺的功能性纱线，提高常规纤维优质

化和系列化程度。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支持企业采用清

梳联合机、紧密纺纱机，全自动络简机等先进设备，加强高性能、

多功能、轻量化、柔性化、纤维新材料生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围绕纺织服装等领域，支持培

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服装。依托华发服饰、倍顺针织、百利达内衣，提高服

装面料档次，丰富服装品种，提升以纯棉、涤棉混纺、涤棉交织

等为主的服装产品质量，积极引进丝光面料、印花针织面料等中

高档针织面料项目，重点发展高支高密的平纹类、斜纹类、小提

花类、弹力类等产品。全力打造“锦绣前程”纺织品交易市场，

推进唐河纺织服装产业链品牌建设，扩大产品知名度，推广产品

本地销售，打造唐河县“纺织+服装+市场”一条龙产业链。

——日用品及儿童用品。随着消费升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日用品及儿童用品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未来，将继续围绕

“品质、品牌、服务”三大核心提升，同时注重创新和绿色环保，

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和期望。依托佳一日用品、坚兴餐具、

奥凯盛箱包等日用品企业，扩大产品出口、海外销售规模，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打响产品品牌，扩大产品知名度。依托星之谷、

迷尼虎、童怡儿童等儿童用品知名企业，加强对玩具市场的跟踪

与对接，严格按照国际技术规范和标准组织生产，以保证产品符

合各类环保法规的要求。在益智、体育、科教装饰、声光电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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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应用上，以及绿色环保、智能化发展和个性化需求日用品上

取得突破进展。

（五）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7.绿色食品、酒饮品产业链

坚持绿色安全、品牌提升、三产融合，顺应新消费趋势，做

大做强面粉加工、休闲食品、果品加工、肉制品等优势领域，拓

展预制菜等新领域。加强地域特色品牌培育，大力培育新兴品牌，

创新生产营销方式，壮大集群规模。

——肉食品加工。依托豫龙肉制品，引导企业以屠宰和肉制

品为核心，稳步发展猪、牛羊肉和禽肉产品，加大新产品开发力

度，扩大冷鲜肉和小包装分割肉生产，重点打造各类熟肉制品、

分割肉、方便休闲食品。支持屠宰加工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推广猪牛羊生态肉、分割肉、包装肉等中高端产品。

——特色食品。以三乐元、心果可可、食亨食品、中部食品

产业园为支撑，鼓励引导预制菜、果酱加工、特色油茶、休闲食

品加工等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贯穿生产全

过程。巩固提升唐河特色食品传统产业优势，发展创新高档次和

高附加值产品，推进面粉制品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提升产业

链水平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唐河产粮大县优势，抓好“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按照“基地化、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国际化”

原则，拉长面制品、红薯制品、花生制品、肉制品、栀子油、休

闲食品等产品系列，做大做强绿色食品产业，推动农业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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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着力推动唐河一二产业有机融合。

——酒饮品。以盛世唐州为龙头，以南阳关酒业、金路达、

麒丰饮品等骨干企业为支撑，进一步提质扩规，提升唐河白酒、

饮料品牌美誉度、知名度和影响力。

（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8.精密制造、农牧装备产业链

——精密制造。依托诺信腾达、英拓智能、中通智能、鸿懋

精密等扩大智能制造、通信设备、实验室设备、军工产品加工生

产规模。防爆、轴承企业继续优化自身结构设计、采用新材料、

使用新设备和运用先进的制造工艺，降低精密制造加工的机械损

耗，提高能量转化过程中的利用水平。优化结构设计和智能模块

化传感器控制系统。开展延链补链强链行动，招引相关联的配套

企业入驻，支持防爆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加强配套协作，攻克产

业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构建纵向连接、横向配套的完整产

业链，实现产业高质量跨越发展。

——农牧装备。依托南商农科、亚澳农机、大华机械等企业，

推动畜牧智能饲喂，清洁养殖智能装备的研发与生产，推动耕播

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培养（引进）一批行业专家和企业经

营管理领军人才，突破行业发展关键技术，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重点产业建设以智能工厂(车间)为主要载体的智能制造新场景，

鼓励“链主”企业向上下游企业推广系统解决方案，带动提升全

产业链智能化水平。加快重点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全面实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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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化改造，加快布局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等。

（七）生物与医药产业集群

9.中医药与制药产业链

以宜和智能为龙头，依托仲燕科技、九瑞医疗、泰瑞生物等

骨干企业，以新产品研发为突破口，开发智能化、低成本的结构

替代、功能代偿、技能训练等康复辅具等产品。持续提升医用防

护用品耗材优势。推动宜和医疗建成投产，推进宜和医疗功能性

防护口罩的研发和生产等项目，做大做强医用耗材产业。围绕打

造“世界艾乡”目标，依托唐河艾草、艾制品深加工企业，做强

艾草特色种植加工，以艾草深加工为重点，做精深加工业，做大

灸疗服务文旅康养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持续提升品牌效益，

把小艾草做成大产业。扩大唐河中药材规模化种植面积，以现有

中药材种植分布为基础，合理进行区域化布局，推行道地药材唐

栀子、唐半夏、宛艾规模化种植，鼓励特色药材野菊花、山楂、

柴胡、连翘、苍术、桔梗、丹参标准化种植，打造特色鲜明的中

药材品种集群。将中药材种植与“一宅变四园”“渔光互补沟渠岗

坡地带”相结合，稳妥推进，实现乡村增美、群众增收。

四、重点任务

（一）加强谋划，明晰发展路径

各产业链要围绕“一个联盟、一个供需对接平台、一个创新

平台、一批项目、一套考核评价办法”的“五个一”原则加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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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吃透链情的基础上，精心编制产业链图谱，研究制定产业

链发展规划、行动方案和年度计划，确定产业发展目标、思路、

任务，明晰产业链发展路径。要借力引智，每个产业链都要同相

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经常性联系，聘请行业知名专家，依

托龙头企业研发中心，成立产业链“智库”，为产业链向高端发展

把脉问诊，理清思路，帮助企业解决技术管理难题。

（二）聚焦龙头企业培优扶强

一是推动龙头企业壮大规模。以 9 个产业链链主为抓手，加

强资源要素统筹调度，密切跟踪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全力帮

助龙头企业提升存量、挖掘潜能，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优化

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引导龙头企业实施智能化、绿色

化、高端化改造，提升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加大培育企业上市力

度。力推南商农科、格瑞光电等重点培育企业加快上市进程，加

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培育，推动优质企业尽快走进资本市场。积

极对接市金融局、北交所、驻宛证券机构，邀请专家来唐进行资

本市场政策专业培训，坚定企业上市挂牌信心。三是做大做实对

外贸易。以金海生物、佳一日用品等传统外贸企业为主，通过培

训、宣传、政策引导等形式促使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加快转型、

开拓市场、抢抓订单，推动全县外贸出口企业进一步转变外贸发

展理念，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推唐河产品扬帆出海。

（三）突出“强链”，提升核心竞争力

以产业链终端产品为重点，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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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产业链依托艾礼富、特普生传感器，推动汽车电子、工业

4.0（智能生产、智能产品、生产服务化、云工厂等）、智能家居、

金融设备、智能医疗、办公领域的协同发展。依托海宏科技、海

川新能源、豫艋新能源，围绕新能源、集成电路、新型储能、新

材料、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传感器、灯具照

明等优势产业，通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聚力推进智能绿色的制造强县建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精密

制造农牧装备产业链，依托南商农科、中通防爆、诺信腾达以攻

克关键核心技术为着力点、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绿色食品、酒饮品产业链依托三乐元、心

果可可、食亨食品大力提升“初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多样化”

的绿色食品产业链条强度，形成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

的产业联合体。

（四）强化“延链”“补链”，提升产业链完整性

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依托龙头开展

协作配套招商，吸引县域外相关中小企业跟进配套，带动形成完

整产业链条：亿翔专用汽车“油转电”，喜象科技增加铝基板型材

加工生产线，洪科电子增加无硫氧化铝基覆铜板生产线，美林农

牧装备为南商农科配套智能饲喂元器件。深化智改数转，推动产

业链增值升级。持续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体系建设，

坚持分类推进。聚焦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领航”企业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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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建设一批智能制造（数

字）示范工厂。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实现数字化能力行业赋能。聚焦广大中小企业，

加快生产设备数字化改造，推广一批“小快轻准”工业APP和解决

方案。依托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探索开放性政策，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围绕产业

体系发展目标，大力实施产业链招商、以企招商、市场招商、大

员招商，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家和优秀人才到唐河投资；发扬“六

皮”精神，积极引进世界 500 强、国内大集团、上市公司等战略

投资者，与我县优质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大力提升我县骨干企业

发展水平；引导我县企业实施联大靠强，借助大企业、大集团技

术、人才和资金优势，不断消化吸收先进的管理和生产经验，增

强企业的内发实力。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链长制”体系。建立健全产业链群“链长制”，

实行一个产业链“一个联盟、一个供需对接平台、一个创新平台、

一批项目、一套考核评价办法”“五个一”工作模式，强化顶层设

计，突出结果导向，逐级梳理链条，形成工作合力。

（二）清单化动态管理。建立“一链一图谱六清单”工作推进

机制。“一图谱”即分链制定产业链图谱，“六清单”即重点企业

清单、重点项目清单、重点园区清单、锻长板补短板清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和重点事项清单。各工作专班要逐链摸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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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把握国际国内产业前沿，系统梳理分析产业链短板环

节、长板优势，明确补链重点、延链方向，分链优化顶层设计，

推进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并对“六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每年更

新一次。

（三）加大政策支持。加强重点产业链群发展规划引导，实施

“一链一策”，牵头部门研究制定支持产业链群发展的“一揽子”

政策措施;争取国家、省、市资金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统筹整合各类资金支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优先支持“链主”企

业、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科技研发、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完善金融支持服务措施，

打好投融资政策“组合拳”。

（四）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当好企业“金牌店小二”，

持续发力，狠下功夫，进一步打造服务企业的“唐河名片”。在省

委提出的“八个深化”上下真功、出实招、快见效，真正做到“企

业有需要、我们马上到，企业有期盼、我们马上办”。发挥好唐河

企业家协会作用，让懂行的人走在前头，着力解决企业培训、中

介、金融、科技创新项目申投等“个性化”问题，打造服务企业

的贴心平台，让企业家切实感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关爱和尊重。

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问题台账，完善“万人助万企”问题交办解

决闭环管理机制，推动涉企问题及时解决。及时总结重点产业链

培育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选树标杆、复制推广，扩大

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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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挥协会效能。以联谊、联合、创新、创业为宗旨，专

班打造一支优秀企业家队伍，搭建企业家沟通联系平台;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相互交流、学习借鉴，让企业家互促共进;发挥协

会企业之家作用，构建完善企业家协会运行机制，保障协会规范

运营。制定重点产业链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清单，精准招才

引智，吸引高层次人才向重点产业链集聚。持续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加强重点产业链高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着力

构建满足重点产业链不同层次人才需求的保障体系。

（六）强化调度督导。每个产业链确定一个县直单位为牵头服

务单位，各服务单位安排一名班子成员和两名工作人员组成服务

专班，负责上下沟通联络和协调服务，开展产业动态、产业信息

和企业困难问题收集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对各产业链工

作情况进行调度通报。按照《唐河县重点产业链群考核暂行办法》

要求，采用季度、半年、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每季度结束后，

由县产业链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县工信、招商、科技、

统计等部门组成考核组对重点产业链群进行考核，对各产业链群

报送的调度材料进行综合评定，得出考核结果并进行通报。

附件：全县重点产业链“三长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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