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 万人“同城”梦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来自广西港航部门消息称，广西左江崇左至南宁Ⅲ级航道工
程日前正式开工，建成后 1000吨级船舶可从广西西南部崇左市直
达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

左江位于广西西南部，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主要支流之一，上
连越南，下通粤、港、澳，航运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左江只能通行
100吨级船舶，航运能力难以满足货运量发展要求。

对此，广西重点开工建设左江崇左至南宁Ⅲ级航道工程，这一
工程起于崇左斜塔下游，止于左、右江汇合处的宋村三江口，计划
建设 2年，总投资约 4.5亿元，设计航道年通过能力为 3050万吨。

工程建成后，广西规划的 1480 公里千吨级以上骨干航道网
络将基本建成，极大提高西江黄金水道通过能力，有利于沿江
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形成西江经济带，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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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等六城建“一小时交通圈”
2012年12月26日京广高铁贯通。专家认为，京广高铁运营后，

石家庄与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等五大城市的“一小时高铁交
通圈”正在加速形成，这一格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贯通，对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有很大意义。按照目前的速度，这条铁路将石家庄到北京、郑州的
运营时间由过去的数小时缩短为 1 小时左右。而在 2009 年 4 月
开通运营的石太高速铁路，将石家庄至太原的运输时间缩短到 1
小时左右。加上目前在建或即将开建的高铁，石家庄至济南、天津
的高铁运营时间也将缩短为 1 个小时左右。“对河北而言，最大的
区位优势就是环首都。”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辉
认为，京广高铁的开通运营，对于促进河北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推
动环首都经济圈内城市技术、人才、资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都具
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电）

一村一品 “诗画江南”

浙江创新生态省建设考核体制
2013 年，浙江将加快“美丽浙江”建设，继续实施能源消费总

量和能耗强度“双控”制度，并重点完成 1740个村的环境整治。“一
村一品、诗画江南”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正越来越清晰。

通过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创新生态考核和完善配套机制这“三
驾马车”，浙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诗画江南”。

到目前为止，浙江已经在工作理念、思路和机制上初步形成一
套较完整的行动体系，走出以“污染减排拉动经济发展”的新路。

浙江省创新实施了一整套“项目考核、任务考核、指标考
核”为内容的生态省建设考核体制。浙江省人民政府要求每
年年初下达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任务书、年中开展中期评估、年
底实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和领导干
部任用与奖惩的重要依据。此外，浙江省还制订了《浙江生态
文明建设评价体系（试行）》，对县（市、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进行量化评价。 （据新华社电）

2012 年 12 月末，四川省德阳市旌阳站迎来了成
绵乐客运专线铺轨，施工现场如火如荼。12 月初，成
绵乐客运专线全线铺轨，据中国铁建十四局副总经理
兼成绵乐客专指挥长许兰民介绍，全线的铺轨任务包
括：正线铺轨 646 公里，车站的站线铺轨 105 公里，计
划 2013年年底实现全线接轨铺通。

此前，有人用“四年成圈”和 3000 万人实现“同城
梦”来比喻成绵乐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这条设计行车时速 200 公里的客运专线，从成都
出发，不到 1 小时就能到达南边的乐山和北边的绵
阳。除了出行速度大大提高外，成绵乐客运专线对成
都及周边城市的经济拉动作用备受关注。

成绵乐客运专线建成通车后，将串起四川经济最
为发达、最具活力的产业带和城镇群，区域统筹协调发
展将全面提速。

城镇群
统筹区域发展的主引擎

摊开四川省的地图，将成绵乐城市圈的几大城市
用线相连，形似一只展翅的雄鹰。

以成都作为雄鹰的身躯，绵阳、德阳两市及乐山市
和成都天府新区是雄鹰的翅膀。从地图上看，以成都
为核心向四周辐射，是四川省城镇最为密集的区域。
2009 年，四川省提出打造成绵乐城市圈，正是着眼于
它的区位优势。

2011 年出台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曾提出布
局“双核五带”，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美好蓝图。五
带之一，就是成绵乐发展带，作为双核之一的成都，也
被赋予发挥辐射带动的重任。此后，四川省“十二五”

规划在定位成渝经济区时提到，“建成西部地区先进制
造业基地、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和现
代服务业基地。”政策优势推动着成绵乐城市圈的发
展，同时也意味着成都作为成绵乐联动发展的中间区
域，将一手牵绵阳，一手牵乐山，实现跨界空间合作。

成绵乐城市圈涵盖了四川省 10 强县中的 9 个。
成绵乐客运专线的建设、绵阳科技城的发展以及成都
天府新区的规划为成绵乐城市圈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支
撑，包括高素质人群的集聚、交通设施一体化、产业资
源优化配置等。

交通
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先行者

2009 年成绵乐客运专线开工；2009 年成灌高铁
投运；2011 年乐山港开建；2012 年成绵高速复线投
运⋯⋯成绵乐三市的交通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成
绵乐客运专线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它“一线串珠”
的作用。“总投资 405 亿元的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线路
全长 312 公里，北起江油，经绵阳、德阳、广汉、成都、彭
山、眉山、青神、乐山，直抵至峨眉山下。”许兰民介绍。

成绵乐客运专线建成后将是新规划的西安至成都
客运专线的连接点：向北延至广元、西安，与郑西、京广
客专相连，形成成都至北京 8 小时快速客运通道；向南
延至宜宾、贵阳，连接贵广铁路，形成成都到珠三角的
8小时经济圈。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和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戴宾认为，以成都为中心，近年来整个成都平原城市群
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态势。

在成绵乐客运专线周边，电子信息、科技、重工、农

业深加工和旅游等四川经济拳头产业星罗棋布。
在成都、绵阳两大国家级高新区的牵引下，成德绵

地区 IT 产业蓬勃发展。一向以装备制造业见长的德
阳，汇聚了 1470 家装备制造企业，该市发电设备产量
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成德绵高速复线的建设，对
彭州、什邡、绵竹、绵阳等地形成了串联效应，新的产业
聚集带正在形成。

在天府新区建设的契机下，眉山、资阳等占据着天
府新区总体规划的核心地带城市，继成都之后，成为区
域合作的新宠。

乐山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剑波指出，以
成渝经济圈作为未来城市商业、物流、旅游等产业的定
位方向，在区域内将铁路沿线及周边城市的资源进行
深度整合。

同城化
实现居住与出行的便利

尽管成绵乐客运专线尚在修建之中，影响已经显
现出来。新津县花源镇，这个位于成都南部，距离市区
20 公里的小镇在成为成绵乐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站点
后，名声大震。“乘快铁十分钟到市中心”，把无数人的
梦想变为现实。家住峨眉山市的李女士憧憬着未来的
生活说：“早上 7点半我还在峨眉山，9点已经在成都的
商场里，下午 6点又能回到家做晚饭了。”

得益于成绵乐客运专线的建设，双流机场新航站
楼将实现城际铁路、城际地铁“零换乘”。“从旅游业的
角度看，成绵乐客运专线将成都、乐山、绵阳、德阳几个
城市的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可以形成环线旅游经济
带。”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陈兴中说。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重点交通项目——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日前全线铺轨。成绵乐客运专线建成通车后，

将串起四川经济最为发达、最具活力的产业带和城镇群，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将全面提速。

在成绵乐客运专线沿线，成都以及德阳、绵阳、眉山、乐山5市总人口约30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2012年前三季度，5市GDP占四川全省一半以上；人均GDP为四川省平均水平的1.8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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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确立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
格局，提出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明确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
评价办法，这一规划标志着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式
实施。

2011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
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
展规划》；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宁夏沿黄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还正式
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区域发展亮点回眸

区域新版图 群星耀东西
本报记者 黄晓芳 林火灿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经济增速预计将首次连续 5 年超过东部地区，这是我

国区域发展进程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长

期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中西

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近年来，围绕贯彻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

文件，我国区域发展的目标指向更加明确、战略格局更

加清晰、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生

机勃发、良性互动的局面，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

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势头得到遏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势头得到遏制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东部地区

“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打破，是近年来我国
区域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

2008年至2011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长速度连
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显
示，2012 年前三季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GDP 同比分
别增长 10.8%、12.4%和 10%，均超过东部地区 9.1%的
增速，预计全年仍将继续快于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极不断涌现，新的
区域发展战略版图正在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三大地区继续在全国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东部沿海地
区完成新一轮战略布局，各沿海经济带对腹地的辐射能
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了一批新的经济增
长极，广西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中原经济区、
皖江城市带等地区加快发展，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持续
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
日前表示，我国经济增长极呈现出从南到北、由东至西
不断拓展、不断破土而出的新局面。

对欠发达地区扶持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

困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不断提高。

中央相继出台了支持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
蒙古、青海等省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文
件，明确了各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思路，制定
了有力的扶持政策。组织实施了新十年西部大开发
战略，明确了西部地区的优先地位，实化细化了各
类差别化支持政策，研究制定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出台了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

和规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西藏和新疆跨越式发

展和长治久安，中央先后召开 5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
新疆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了特殊扶持政策，调整完
善了对口帮扶机制，对口支援力度空前加大。

我国区域合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区域开发开放
水平大幅提升。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批准设立了皖江城市带等一批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东中西合作示范区，中西部地
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势头良好，区域良性互动格
局初步显现。

更加注重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虽然自 2008年以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全面超过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
有所缩小，但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拉大。

但与此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面临诸多重大
机遇。扩大内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取向，对进
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十分有利。国际国内产业
转移势头强劲，将对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
级、促进中西部地区提升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注入新

的活力。城镇化加速推进，将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拓
展新的增长空间。

杜鹰表示，今后要更加注重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
优势，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其次，要更加注
重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同时要更加注重开放
型经济体系建设和推进区域合作。此外，要更加注重
完善区域政策体系，逐步形成规范有序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区域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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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昌摄

截至目前，内蒙古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10285公里，成为全国首
个铁路运营里程超过 1万公里的省区。

刚刚召开的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发布消息说，2012 年，内蒙
古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 230 亿元，建成了集宁至包头第二双线等
重点铁路项目，实现了与既有京包铁路线的客货分线运行。随着
路网的完善和铁路运行提速，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和集宁三地之
间将形成 3 小时铁路交通圈，呼和浩特至北京的旅行时间将压缩
到 6.5小时之内。

根据规划，2013 年，内蒙古将加快推进呼准鄂快速铁路、呼张
快速客运铁路等项目，铁路建设里程达到 5500 公里，全年力争完
成铁路建设投资 400亿元。 （据新华社电）

呼包集建3小时交通圈

内蒙古铁路运营里程超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