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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浅可见底，处于“两难”境地。一是人才难求，人才

结构失衡。店头镇作为一个资源型城镇，房价高、工资

低的矛盾相当突出，加上曾经污染严重，专业人才主要

集中在教育卫生、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熟

悉项目引进、谈判、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较为稀

缺。二是人才难留，人才流失凸显。由于地域较偏、宣

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加之镇村普遍缺乏尊重人才、爱才

惜才的氛围，引进来的人才往往不被重视，缺乏大城市

的生活范围，发展空间有限，加上教育、医疗及福利待

遇水平跟不上，导致人员流失快。

（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

性有待提升

目 前 ， 支 撑 店 头 镇 域 经 济 的 主 导 力 量 仍 然 是 以 资

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店头镇第一产业中农

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川道作物如蔬菜、玉米种植，特色农

业龙头企业在保障区域供给、带动就业、产业升级等方

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二产业以煤炭工业为主

“一支独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3年上半年受原煤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21.3%影响，导

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12.6%，成为影响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的最大因素。第三产业发展带动能力不强，尤其

在直接融资、产业金融、绿色金融、高端服务业发展方

面滞后。店头镇目前还处于产业结构演变的初级阶段，

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也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三

产融合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有待提升，还未形

成田间连车间、地头连餐桌、乡村连县城的内循环产业

链条。“老字号”“黄字号”“店字号”等农产品品牌

还未叫响，在黄陵县及周边县域中同行业的话语权和市

场交易的“风向标”地位尚未确立。二是第二产业内部

协同发展的耦合度不高，店头镇很多相邻企业关联度很

低，竞争性强，没有基础、前端的产业配套就很难招引

高端的企业入驻，致使店头镇的规模企业大部分集中在

初级产品的生产环节。三是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发

展不匹配。按照国际一般经验，每1元现代制造业增加

值，就需要相应有1元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其提供配套

服务，2022年店头镇工业增加值与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的比例仅为1∶0.392，按这一标准，目前店头镇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三）项目跟踪服务迟缓，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有待

加强

通过调查发现，店头镇在招商引资中还存在对项目

跟踪服务不到位、不及时，相关企业扶持不足的问题。

由于店头镇缺乏专业知识强、懂经济、熟县情、会谈判

的复合型人才，即使有主动服务已落户项目或企业的意

识，但总是囿于具体事务“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干

部对落户项目的跟踪服务不足。受上级部门检查评比、

会议接待等具体事务的强压影响，真正研究上级出台的

关于企业技术研发、升级改造、项目储备有关文件、政

策的乡镇干部不够多，加之缺乏激励机制，往往就会出

现涉企服务能力和水平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本镇招商引资规模。

（四）财权事权不相匹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

性有待拓展

随着“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进程的加快，

一方面，大量行政审批事项、执法任务和服务工作的下

沉，乡镇政府工作任务量“只增不减”，另一方面，上

级确立了对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刚性制度约

束，进一步加剧了日益扩张的政府职能与乡镇的财政状

况趋紧的矛盾。在这种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情境下，

店头镇政府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出现供给不足的问

题，财政负担逐年加大，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

角色转变面临尴尬境地。

（五）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享

性有待提升

店头镇在公共服务设施与发达地区城镇相比存在明

显差距。店头镇管辖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乡镇干部

在服务过程中往往带有个人感情、亲情色彩，这种随意

性、不均等性的人情治理理念往往导致公共服务的缺位

和扭曲。店头镇五年来城乡发展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

入相对差距尽管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拉大却是不争的

事实。店头镇2018年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3.54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万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额的

绝对值为2.2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7∶1。到2022

年，店头镇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7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1.85万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

2.85万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4∶1。消除城乡之间的

鸿沟，实现店头“均衡化”而非“同质化”、物质富裕

和精神富裕“同频共振”，店头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完善店头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改革创新，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

一是优化涉企服务，加强双向沟通，及时关注并掌

握企业发展情况，摸清镇域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解决征迁纠纷、风险应对等方面的

难题，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二是推进预案编制，提升

处突能力，提前建立解决冲突的应急预案，通过与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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