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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
同市锚定的“奋斗两个五年、跨
入第一方阵”的总目标，不仅为
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
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了非常广
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一系
列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为民
营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透明
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不断简化的审批流程，既
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减轻了企
业负担，让民营企业能够轻装
上阵；惠企政策有效推动了民
营企业的发展持续性，支持科
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进一步
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
和市场竞争力。

我们看到，大同市民营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已经呈现出
强劲态势，不仅彰显了民营经
济在大同市的蓬勃生机，也反
映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市场的
积极响应。民营企业在推动
大同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既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技
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大
的重要源泉。

大同市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系列
重点项目的有力支撑。其中，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雁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项目作为生物医药产业
的代表，不仅为大同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还推动了全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该
项目通过引进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和设备，提高了
大同市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水平，为全
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零碳数基·桃花源大同灵丘超级能源综合
体基地项目则是大同市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次重
要布局。该项目通过构建零碳排放的能源系
统，实现了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为大同市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市乃至
全国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树立了典范。

新荣区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同样是大同市民
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亮点。该项目通过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提高了大同市新能源
装备产业的制造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带动了
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为大同市新能源产业的集群
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新农（浑源）农商智慧城项目是大同市在
农业领域的一次创新实践。该项目通过构建智
慧化的农业产业链和农产品流通体系，提高了
大同市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为农民增收致
富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了农业与
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为该市农业产业的转
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恒和左云年产2000吨非晶及纳米晶软磁
材料项目和火山云（大同）太行算力中心项目等，
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好势头……

这些企业的发展都表明了大同市民营经济
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显著提升，而这一切，离不开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也离不开对一系
列重点项目的有力支撑。未来，随着大同市继
续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

和创新发展，相信民营经济将继续成为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大同
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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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零碳数基·桃花源大同
灵丘超级能源综合体基地的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往
返穿梭，焊接声、切割声、捶打声与机器的

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也在不
停地忙碌着。据了解，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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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同市全面落实国家、省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围绕省委
赋予大同“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的重
大使命，锚定“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
阵”的总目标，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服
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在这些政策措
施的推动下，全市民营经济质量发展呈现
出强劲态势。

2024 年 1—9 月，大同市民营经济主
体数量达304141个，其中民营企业67576
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2.4%。全市共有规
模以上企业 1955 个，其中规模以上民营
企业 1669 个，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比
重为85.4%。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大同市

民营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
显著提升，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政策引领，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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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纳米晶软磁材

料是指具有非晶或纳米晶结构
的软磁合金材料，具备饱和磁感

应强度高、磁导率高、损耗低、温度
稳定性强等优异性能，被誉为21世纪新

型绿色节能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手机、风
能、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与电气相关的
领域。”山西恒和磁性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苑东卯说。公司总投资 2.08 亿元、年产
2000吨非晶及纳米晶软磁材料项目，分两
期建设，现已投资1.8亿元，建成后预计年
产非晶及纳米晶软磁材料2000吨，年产值
可达1亿元。

近年来，大同市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采取
务实举措保障民营企业在大同发展前进
有路、后顾无忧。在政务服务方面，通过
取消前置条件、调整审批时序、减少办理
时间，推动资源共享、时间共享，加快项目
审批流转进度，实现了“服务零距离、企业
零跑腿、项目零等待”。此外，大同市还创
新审批模式，将审批办理模式从“现场核
查”变为“现场核准”，让企业享受“零跑
腿”便利。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该市强
化营商环境3.0版，实施了38条具体改革
事项，深化拓展了“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打造了“7×24小时不打烊”自助政务
服务超市，纵深推进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
省级试点工作。同时，大同经济技术开发
区推出“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服务，
叫响“大同快办”服务品牌；云冈经济技术
开发区开展“六证同发、拿地即开工”改
革，把各类项目办理时限从 43 个工作日
压缩为7个工作日。

惠企政策，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近日，记者在新荣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能源装备产业园看到，生产电动汽
车充电桩的新能源企业锐华能源（大同）
技术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线一派忙碌
景象，接触器、熔断器、充电模块、电能计
量装置等20多种类型的零部件一小时内
就可以组装完毕，成为一台直流快充充
电桩。

锐华能源（大同）技术有限公司2023
年落户大同，项目总投资7.8亿元，占

地面积 38428 平方米，一期项目占
地面积 17360 平方米，包括研

发中心、后勤中心及充电模
块SMT生产车间、直流
充电桩装配车间、测试
老化车间、包装车间、运
营平台数据中心等。

“当然，企业的发展
也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
持。”该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付蓉告诉记者，

项目从开工到投产历时328
天，从招引签约、证照手续办理到

建设完工投产，全流程、全环节依规高
效，让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对新

能源产业的支持。
为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同市出台

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并切实抓好政策兑现
工作。

在资金扶持方面，近年来，大同市积
极兑现扶持政策资金，多次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会，对符合国家、省、市扶持民营经济发
展相关政策的民营企业进行资金扶持。
在今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暨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该市对符合扶持
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 149 户民营企
业和优秀商协会兑现扶持政策资金2558
万元；对符合全市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
展相关政策的13户企业兑现扶持政策资
金 1859 万元。这些资金的兑现，有效缓
解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压力，推动了企业
的快速发展。

在税收减免方面，大同市积极落实相
关政策，2023年，为民营企业退税7.69亿
元，占各类型企业退税总额的87.2%。同
时，该市通过减免税收政策等措施，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此外，大同市积极搭建惠企纾困服
务桥梁，当好民营企业坚强后盾。该市
成立了全省第一家民营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汇聚和带动各类优质服务资源，主动
搭平台、促交流、增合作，为民营企业提
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截至目前，该
中心现场受理各类诉求 907 件，已办结
850 件，办结率 93%；先后举办各类助企
纾困精准对接活动 135 场次，380 余家企
业走进中心座谈交流、反映诉求；组织开
展深度调研和入企服务 80 余次，服务企
业 260 余家，为 53 家企业争取到银行贷
款2.89亿元。

创新驱动，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在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双雁生物
医药产业园，园区调度主管贺栋栋引领记
者参观了园区，并详细介绍了园区的四大
板块建设进展：“园区自去年 4 月启动建
设以来，动力区、青霉素区以及生物健康
区三个板块的建设任务迅速完成，并于同
年顺利投产。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非青
非头类板块的建设。这个板块主要生产
磷霉素、阿奇霉素等产品。截至目前，该
板块的主体结构已完成70%，设备到货率
达60%，管道安装工作也已完成20%。”据
了解，双雁生物医药产业园是大同市首家
民营企业自主规划、自主建设、自主招商、
自主管理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同
市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全市民营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大同市民营企业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研发
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创造新业态。双
雁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项目通过引进
先进技术和设备，提升原料药的生产能
力和产品质量；零碳数基·桃花源大同
灵丘超级能源综合体基地项目通过建
设零碳消纳、大规模 AI 算力超级能源综
合体园区，推动全市新能源和数字经济
融合发展。

在产业升级方面，大同市积极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通过推动煤炭、电力等传统产业的
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产业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积极培育壮
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推动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多元化、高质
量发展。

大同市全面落实国家、省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持续优化发
展环境，全力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全市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态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同市将进一步引
导和带动广大民营企业强信心、勇作
为，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聚焦“四大
赛道”产业布局，找准企业定位，用足用
好政策，积极延链补链强链，坚守主业、
做强实业、做大集群，共同
构建体现大同特色优
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 ，不 断 开 创 全
市推动高质量
发 展 、深 化
全方位转型
新局面。

大同大同：：创新驱动政策引领创新驱动政策引领 民营经济加速崛起民营经济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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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华能源（大同）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位
于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新材料产业园。该公司主要
经营光伏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新能源原动
设备制造，已取得3项发明、2项实用新型专利及30余
件软件著作权，产品以20KW-40KW直流充电模块、
40KW液冷充电模块，60KW-240KW直流一体充电、
360KW-960KW分体式充电桩为主。

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占地面积1.74万平方米，建
设研发中心、后勤中心及充电模块SMT生产车间等。
项目主要生产充电模块和一体式充电桩，每小时可生产
直流充电模块120块，满足20台120KW直流充电桩下
线所需核心部件，年生产能力4.05万台、产值8.9亿元。
该公司SMT生产车间除保障公司自身生产需求外，还
可为储能、逆变器及各类有电子元器件电路板贴片需
要的生产厂家提供集成电路板贴片生产外包服务。

锐华能源（大同）技术有限公司

秦云基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5月，
位于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该公司
的零碳数基·桃花源大同灵丘超级能源综合体基地项
目计划打造为全国首个零碳消纳、大规模AI算力超级
能源综合体园区。园区整体规划400MW算力基础设
施，功能规划算力中心、算力产业专用水处理站及废水
回收处理站、220KV综合能源站、热交换站、园区综合服
务中心以及规划200MW/400MWh增程式共享储能
站。零碳数基·桃花源大同灵丘超级能源综合体基地
项目占地763亩，整体规划算力200IT MW。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3.7亿元、年利税0.23亿
元，解决就业200余人。

在能源方面，该项目规划建设行业首个用户侧
200MW/400MWh储能项目；在园区方面，实现了首
个超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建筑主体100%预制。

秦云基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农（浑源）市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年4月，是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三级政府重点
项目。该项目位于浑源新城玄武大道和浑广路交汇
处，总占地125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亿元。项目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7亿元以上，年纳
税可超5000万元，直接解决就业1000人以上，带动就
业5000人以上。

该项目涵盖农副产品交易区、商贸旅游农特产品
展销区、北魏风情商业街、常低温冷库区四大板块，集
农产品展示交易、冷链仓储、检疫检测、产品加工、电商
服务等功能为一体。通过商贸旅游农特产品展销区，
将本地农特产品、区域文化与旅游资源有效结合，打造
浑源特色旅游购物景点；通过电商直播平台，鼓励与扶
持全民创业，由电商全程赋能，为当地的农产品创造更
为广阔的推广和销售渠道，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中新农（浑源）市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双雁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
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制药企业。

双雁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项目是大同市首家民
营企业自主规划、自主建设、自主招商、自主管理的生
物医药产业“园中园”项目，占地面积643亩，年产克拉
维酸叔丁胺盐600吨、克拉维酸钾盐500吨、克拉维酸/
微晶纤维素1：1及克拉维酸钾/二氧化硅1：1混粉1000
吨、阿莫西林钠原料药5500吨、氨苄西林钠原料药
3200吨、青霉素钠无菌粉200吨、青霉素钾无菌粉200
吨、克拉维酸钾无菌粉200吨。项目主要有动力板块、
青霉素板块、生物健康板块以及非青非头类板块。其
中，动力板块、青霉素板块、生物健康板块已经完成工
程建设，2023年12月陆续投产；非青非头类板块主要
生产磷霉素等，项目主体结构完成 70%，设备到货
60%，管道安装20%，预计解决就业岗位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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