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年，神州大地发出了振

聋发聩的改革号角，一个园区的

创业梦从此起飞。

当年10月8日，在长沙县望新

乡杉星岭的丘岗荒坡上，随着一锹

锹的黄土扬起，盖住奠基石，长沙

经开区正式开启了逐梦之行。

干部都是从长沙县各个局室

“拼凑”而来，上班要从东屯渡乘船

过浏阳河，面对艰苦条件，“经开

人”白天一身汗，晚上一身泥，不喊

苦也不叫累，为园区腾飞建设交通

骨架。

修路，是为了更好地招项目、

引企业、兴产业。三一集团就是园

区产业萌芽的种子。

早在1993年，长沙经开区负责

人“三顾茅庐”，找到在涟源创业的

梁稳根，希望他落户长沙经开区。

三一准备来园区时，并没有确

定主营方向，开始想做人造金刚石

压机、钉锤，后来又想做中央空调。

为此，三一集团边建设、边考察、边

确定，最后收购了武汉的拖泵厂，

才正式确立了“双进”战略：进入中

心城市———长沙；进入大行业———

装备制造业，首先进入工程机械制

造业。

30年来，山河智能、中联工起、

铁建重工、五新隧装、天盾重工等

工程机械企业纷纷集聚长沙经开

区，成为长沙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

产业集群的核心力量。

相比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的破

冰稍晚一些。它的加入，打破了工

程机械“一业独大”的局面。

1999年，北汽福田想建立南

方市场的桥头堡，备选的城市有

很多。长沙经开区想要发展汽车

制造产业的决心和诚意打动了北

汽福田。

随着长丰猎豹的进驻，长沙经

开区乘用车也开始了狂奔之路。

据了解，通过长丰猎豹，长沙经开

区与三菱汽车、广汽集团展开合作

成立了广汽三菱。

岁月匆匆，产业升腾。

2015年，伴随上汽大众长沙

工厂的投产，长沙经开区初步奠定

了汽车产业格局。

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的蓬勃发

展，也带动园区电子信息产业不断

成长，以蓝思科技为代表的一大批

企业在市场大潮中奋勇搏击、持续

创新，壮大园区经济规模，提升园

区发展实力，也让长沙经开区成就

了一段“湖南工业看长沙，长沙工

业看星沙”的佳话。

一组经济数据更是直观展现

了“中国力量之都”的产业实力：

2017年，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成为长沙经开区首个千亿产业；

2019年12月，三一集团成为

长沙首家营收过千亿元的企业；

三一集团、山河智能、铁建重

工多次入选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强榜单；

长沙经开区聚焦产业链前端、

尖端、高端，瞄准三个“500强企

业”，搭建招商平台，创新招商方

式，优化招商服务，招大引强取得

丰硕成果。“十三五”期间，长沙经

开区年均引进投资额5000万元以

上项目40个、投资额50亿元以上

重大项目2个。

规模工业总产值，从1992年

的0，到10亿元，到100亿元，到

1000亿元，再到2500亿元……

“十三五”以来，人工智能、区

块链、干细胞等新技术、新产业方

兴未艾，长沙经开区未曾掉队，始

终立足园区，做时代的弄潮儿。

前瞻布局、引凤入巢，长沙经

开区产业格局与时俱进，持续优

化，加上新兴发展的以区块链为核

心的数字经济产业、生物技术及生

命健康产业两大产业，目前已形成

“五大产业”。

在长沙经开区，有两位企业家的财富故事值得

大书特书。一位是梁稳根，另一位是周群飞。2011

年，梁稳根以500亿元的身家登顶，成为内地新一

届首富；2015年，周群飞同样以财富500亿元，成为

新一届内地“女首富”。

两位企业家的成功，不仅是个人价值在市场中

最大化的体现，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长沙经开区是

名副其实的“创业之城”“创富之城”。

但我们要认清的是，企业家与企业唇齿相依，

企业家的成功首先是企业的成功，只有企业经受住

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为企业家创造巨额

的财富。

这当中，与企业家自身具备的创业品质息息相关，

也离不开园区为企业发展创造的优质的营商环境。

早在14年前，长沙经开区在全省率先实施“宁

静日”、“无费区”、公开承诺、限期交办、全程代办等

制度，实行“封闭管理，独立运行”，推行“一次告知、

全程服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效能问责”，行政服

务效能位居全省前列。

2018年，长沙经开区又提出“对标北上广，促

进大发展”的目标，持续开展优化园区大环境专项

行动，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服务规范，营商环境

开始呈现“改革落地举措实、惠企服务模式新、政务

服务提速快”的特点。

近年来，长沙经开区以“制度赋能、政策授权、

服务国际化”为改革创新重点，推动建设园区零杂

音、服务项目零延误、维护企业零干扰、扶持发展零

争利、行政事务零收费的“五零”园区，打造湖南自

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经开样本”。

时间不会说谎，付出终有回报。

2021年，长沙经开区在商务部国家级经开区

综合发展水平考核中位列第14位，营商环境在国家

级经开区中位居全国第7位。

索恩格汽车总裁孙国忠每每提及长沙经开区

也是赞不绝口。“我们的一期项目是园区代建，6个

月就交付使用，刷新了经开区项目建设的速度，真

正做到让企业‘轻装上阵’。”孙国忠对长沙饱含感

情，“2012年，我来到长沙后，慢慢地，我发现，长沙

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吃辣椒多了就把自己当

长沙人的城市。”

2021年，长沙经开区深入开展暖企行动，坚持

“一线工作法”精准服务企业，每周走访重点项目和

企业，研究解决企业面临的发展难题449个。

更多的服务品牌还在持续打造：

用心用情，精准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国首创环评、排污、排水许可三证合一，将审批时

限从13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全省率先试点

“我要开工”一件事一次办，深化外贸经营资质“七

合一”套餐，大力推进小微园区建设，做深做实亩均

效益提升；实施市场主体数量跃升计划，推动企业

开办审批服务便利化；推进全功能综合审批，打造

先进制造业极简审批“1+N”文件体系；服务园区重

点项目，深化政策兑现力度。

强力强效，引育人才。发布各类特色人才政

策，重磅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加快自贸区国际

人才港建设，实施湘智侨智回归工程；建设人才公

寓，发放企业服务卡，建成全省最大规模公租房英

萃园……成就拼搏者的赤子丹心。

聚焦聚力，优化民生。玮希国际学校、康礼·克

雷格、南雅星沙实验学校、长沙经开医院等相继建

设；大力优化道路桥梁绿地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

让企业愿景变成幸福生活。

如今，长沙经开区不仅是一座工业园区，更是

一座宜居宜业的新兴城市。

长沙经开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

和使命任务，积极抢抓“强省会”战略机遇，充分发挥

“两区”叠加优势，始终聚焦高质量，紧扣现代化，强

化产业项目支撑、加速科技创新赋能、探索亩均效益

改革、深化自贸创新开放，提速营商环境优化，持续

推进园区高质量、产业高端化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改革开放，是长沙经开区发展永恒的主题。时

代也总是眷顾着长沙经开区。

2000年，成立8年后，长沙经开区成为全市首

家国家级经开区；2020年9月，湖南自贸试验区获

批，长沙经开区成为长沙片区核心区块，自此迈入

“两区”叠加时代。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是设立自贸试

验区的初衷，也是这个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天

然使命。

两年来，长沙经开区紧紧围绕“打造全球高端

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奋力践行

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重要载体和

先行示范。

聚焦制度创新，打造“三化”营商环境。所谓“三

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据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庆红

介绍，目前，坚持“高端制造业＋”理念，长沙经开区

正围绕工程机械二手设备出口、融资租赁＋工程机

械设备出口、商事制度等领域便利化、园区亩均效

益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

谋划、奋力实现突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4月29日，长沙经开区自贸区块融资租赁改革

试点单位湖南星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山河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联合推动工

程机械设备出口RCEP成员国的融资租赁首期合

同成功签署，首期投放资金1000万元。

9月23日，20余台二手工程机械设备在砼力兄

弟维修库存基地出发，出口至中东、南亚、非洲等地

区，将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2022年，推动自贸区建设依旧是园区的中心

工作之一。

截至8月，区内改革任务实施率达100%，完成

率95%以上。区块牵头的支持区内装备制造企业建

设全球售后服务中心、鼓励工程机械等二手设备出

口等3项5条改革事项有序推进。同时，园区还创新

提炼了“三化”联动助力区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知

识产权“前置保护”新模式、工程机械二手设备出口

制度新模式等20余项案例经验，涉及先进制造业

投资贸易自由便利、科技创新、招才引智、金融服

务、营商环境等领域。

笔者了解到，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113＋

X”项改革任务，长沙经开区目前牵头实施的3项5

条改革事项实施率达100%，完成率95%以上。

创新永无止境。聚焦政策创新，长沙经开区在

全省率先出台了人才、科技、产业、行政审批、金融、

数字经济、外贸、总部经济等一揽子政策，形成“惠

企政策措施100条”，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以“项目合伙人”姿态，长沙经开区聚焦重大功

能性平台建设，创新推进“一城两港三中心”重大功

能性平台建设，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同时，长沙经开区借助自贸区这个开放平台，

聚焦外贸外资外经关键领域，开放动能不断提升。

这得益于项目支撑。两年来，园区重点集聚“三

类500强”企业、外向型企业的招引，吸引跨国公司

在区内设立地区总部，在园区投资的世界500强企

业达41家。

这也得益于平台支撑。两年来，园区用好国

家级加工贸易产业园、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工程

机械）等“国字号”招牌，助推工程机械等优势外

贸产业集群发展，稳步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

行区建设。

近三年，长沙经开区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速达

15%，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速达20%。2022年1—8月，

园区外贸进出口预计完成全年任务的71.98%。

迄今，累计入驻长沙经开区区块的商事主体数

量达18000余家，近两年新增6500余家。

今年8月29日，在湖南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

放高地推进大会上，长沙经开区获评先进园区，用

货真价实的成绩赢得了无上荣光。

智造之园
可以说，一部长沙经开区发展史，就是一部长沙产

业转型发展史。

转型的方向，毋庸置疑，是智能制造。

如果说，这段转型升级的历史，前半程是自动化和

信息化，后半程就是智能化和数字化。

博世长沙是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2015年，博世长沙开始筹划建设一条工业4.0生产

线。

“那一年，长沙发布了全国首个智能制造三年行动

计划。”博世长沙生产技术总监张毕生回忆说，当时智能

制造概念大热，但社会普遍对智能制造、工业4.0的概念

语焉不详，更不清楚智能制造的生产线是什么样子。

没有先行者，哪来后来人。博世长沙先是买来传感

器安装在产线上，实现设备互联互通，然后又投入了100

多台机器人，提升产线和车间的自动化水平。

2016年底，湖南首条工业4.0生产线在博世长沙正

式投产。

这条产线有多厉害？生产效率提高了30%，7.5秒便

可生产一个ABS电机，操作人员减少80%，36道工序，39

个工位，只需2个人操作，一个人负责上料，一个人负责

成品质检，质量损失减少了30%，换型时间也减少了

3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智能化和数字化不断提升，今

年3月30日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对外公布2022年度第一

批13家“灯塔工厂”名单，博世长沙名列其中，成为湖南

本土首家荣获“灯塔工厂”称号的企业。

博世长沙的升级改造，是长沙经开区迈向智能制造

的一个缩影。

2020年，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一代战略性新兴技术席卷全球制造业，赋予智能

制造更大的想象空间。

这一年，长沙经开区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三一重

工、蓝思科技星沙基地和 梨基地、山河智能、中联工

起、铁建重工、博世长沙、广汽三菱等近20余家企业附近

广泛布局5G基站；二是投入2亿元以上支持打造一批典

型示范应用场景，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

山河智能是其中的佼佼者。

2020年10月9日，秉承“先导式创新”理念的山河智

能举办了SWE215ERC智能遥控挖掘机全国批量首发

仪式，这意味着山河智能成为了全国首家实现智能遥控

挖掘机批量销售和工程化应用的工程机械企业。

“5G技术解决了遥控挖掘机操控距离的问题，如智

能遥控挖掘机在4G条件下，距离可达3000米。5G条件

下，理论上说，5G基站建到了哪里，挖掘机就可到哪里。”

山河智能名誉董事长、首席专家何清华介绍，2021年，山

河智能又发布全球首创的5G＋智能钻机。

当年，长沙经开区成功获批湖南首个“5G＋工业互

联网”先导区。

在数字化进程中，三一集团无疑是决心最大、投入

最多的企业。在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看来，三一数字

化转型，要么翻身，要么翻船。

截至今年上半年，三一集团已投资上百亿元，启动了

46座灯塔工厂建设，产能提升70%、制造周期缩短50%，工

艺整体自动化率大幅提升，其中三一桩机工厂获评世界灯

塔工厂，是全球重工行业首家世界灯塔工厂。

与此同时，长沙经开区创造性地将科技领域的“揭

榜挂帅”引入到工业与信息化领域，探索推出智能制造

项目“揭榜挂帅”机制。

2021年9月，数字孪生、区块链、5G全连接工厂等9

大项目入选首批“揭榜挂帅”名单，9家企业“披挂上阵”

领取揭榜任务。园区给予揭榜单位最高800万元支持，鼓

励企业大力推动制造业技术融合创新。

园区真支持，企业真投入，才有真发展。

“目前长沙经开区共打造国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项目）21家，省级‘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6家，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产值贡献率超85%。全区规模工业企业智

能制造试点项目覆盖率已达90%以上，力争今年底基本

全覆盖，全力争取创建国家智能制造先行区。”长沙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付旭明说。

历史给予舞台，时间见证伟力。
从建区的初编规划14平方公里、前期实施4平方公里，人口规

划为8万至10万人，到现在园区管理范围扩展至73平方公里，产
业工人超过20万，需要多久？30年！

从奠基时的荒岗山丘，到现在具备工程机械及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以新一代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为特
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区块链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生物技术
及生命健康产业在内的“五大产业”，需要多久？30年！

从起家时的一穷二白到2020年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2500亿
元，拥有规模企业达29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2家，
引入41家世界500强企业，需要多久？30年！

从创业时的寂寂无名到现在成为三湘第一园区，拥有“中国
力量之都”“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等美誉，步入国家级经开区、自贸
试验区“两区”叠加时代，需要多久？还是30年！

1992年建区以来，长沙经开区的主政者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奉献青春，相互成就。

30年来，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扎根长沙经开区，安家落户，赓
续梦想，续写产业奇迹。

时间从来不辜负奋斗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长沙经开区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反

而自我激励和鞭策，提出了新的口号：“三十而立再出发，二次创
业攀新高”。

让我们继续一起见证长沙经开区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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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城

自贸先锋

产业高地

如今五新隧
装制造的隧道施
工装备应用到上
千个工地。

杨宇雄摄

俯瞰长沙经开区。舒展摄

2019年10月11日，随着一辆红色柯迪亚克GT缓缓驶出，上汽大众长沙工厂实现100万辆车下线。企业供图

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蒋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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