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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成东北果蔬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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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报道：连日来，满
洲里口岸对俄罗斯果蔬出口量大增，每天平
均有近百辆中俄籍的果蔬运输车通关离岸。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口岸完成全年出口果
蔬 32 万吨。仅 12 月单月，出口果蔬突破 5 万
吨，创造了自 2008 年以来单月出口最高数量
纪录。

满洲里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对俄果蔬出口基
地，口岸果蔬出口占到东北各口岸的三分之
一。从 10 年前开始的零星果蔬出口发展为近
些年的大规模果蔬外销，满洲里对俄果蔬出口
数量每年增加，出口种类日渐丰富，外贸企业
的利润也逐年提升。

满洲里的果蔬出口量大增，得益于满洲里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和口岸基础设施的提升。满
洲里边检站开辟绿色通道，对果蔬出口实行随
到随检、优先查验，加快验放速度，目前，手
续齐备的果蔬出口车辆半小时即可通关。

贯通两地通道

郑汴实现金融业务同城化

强劲强劲““引擎引擎””激活新疆口岸经济激活新疆口岸经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文汇乔文汇

本报讯 记者王伟报道：郑汴金融同城相
关项业务于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在郑汴两地
之间，银行卡、存折在同行之间取款时不再收
取异地费用，资金汇划不再收取汇划费用，通
过银行柜台办理业务实现免费，票据实现同城
方式使用。

此举对于郑州和开封两地的百姓来说是个
好消息。资金汇划、票据结算等金融业务的同
城化处理，使得转账支票在郑州、开封两市按
照同城方式使用，将有效促进票据特别是支票
的使用，充分发挥票据融资功能。

郑汴一体化启动 6 年多来，郑汴两地在邮
政、公交、电信、金融、广播电视、农林、商
务、旅游、文化、劳动保障 10 个方面推进一
体化，取得了长足发展。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曾表示，金
融同城的实施将推动两地在电信、邮政、物流
等领域的对接。

“十一五”以来，四川以成都平原、川
南、川东北和攀西四大城市群为重点，加速
推进城镇化建设，全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
1.44 个百分点。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全省 2011年的城镇化率仅为 41.8%，低
于全国水平 9.5 个百分点。为此，四川日前
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四大城市群的规划和
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区域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深化四大城市群
规划布局，建立更为完善的城市群内部协同
平台。

稍早前召开的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曾
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四川的发展要着力
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做强市州经
济梯队，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在提升“首位
城市”、继续支持成都领先发展的同时，着
力次级突破，指导和推动有基础、有条件的
市州同步加快发展。

作为“首位城市”，成都市在加速经济
区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合作方面显然走在
了前列。成都市 1 月 11 日召开了成都经济区
暨三州区域合作联席会，为其发挥带头引领

作用、落实四川省“多极支撑”战略找到了
新方向：该市将此前成都、德阳、绵阳、遂
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1+7”区域
合作，扩容为包括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
在内的“8+3”区域合作。这也意味着，11
个市州将进一步携手完善经济区合作机制，
继续拓宽经济区合作领域。

其实，早在 2010 年 1 月，成都经济区 8
个城市就签署了 《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框架
协议》，本着“平等互利、政府推动、市场
主导、充分合作”的原则，发挥了各自的区
位、资源、产业优势，开展了多层次、宽领
域、惠民生的一体化区域合作。

从成都—眉山工业园 24.75 亿元投资的
完成，到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与资阳市有关

企业达成农业科技示范园等 23 个项目投资
协议，再到将其他 7 市参加医保的人员纳入
成都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管理范
围⋯⋯成都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农
业、旅游合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了“领头
羊”的作用。

正如眉山市委书记李静所说，成都在区
域合作中，很好地发挥了“老大哥”城市海
纳百川的风范。“眉山设市比较晚，体量较
小，是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中最大的受益
者。 近 几 年 ， 眉 山 的 发 展 战 略 由 融 入 成
都、错位发展，到融入成都、一体发展，再
到融入成都、同城发展，可以说与成都是
走得越来越近，合作取得的成效也是越来
越大。”

成都平原城市群建设无疑为川南、川东
北、攀西三大城市群建设提供了范例。业内
人士认为，当前成都平原城市群已经具备大
型城市群的一般特征，川南仍处于向大型城
市群过渡阶段，川东北处于大型城市群的发
育阶段，攀西处于大型城市群的雏形阶段。

为此，研究四大城市群规划和建设工作
的专题会议也提出，规划编制应当着眼于整
个“群”而不是孤立的城市，要让相关城市都
能实现优化发展，以较小成本获取较大利益。

四川省住建厅对此提出了四方面的要
求。首先是优化四大城市群区域空间布局，
对内部区域空间进行整体安排，统筹区域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作。其次是建
立以城市群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机制，建立城
市经济合作体行为准则，探索促进产业整合
的相关政策，注重资源和市场的联合开发。
第三是强化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共建共享，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在建设管理上
的全面协调，推动跨区域设施建设、运营领
域市场化。第四是加快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和
文化保护领域的多方合作。

四川城市群建设“四箭齐发”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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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9 日，新疆阿拉山口成立
县级市。这座我国最年轻的城市脱胎于阿拉
山口口岸，被称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
堡”。去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
量达到 1658.6 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 604.4
万吨，增长 8.1%，进一步巩固了阿拉山口
国内最大陆路口岸的地位。

老口岸，新城市，阿拉山口翻开了区域
发展的新篇章。

高起点谋划向西开放，被赋予特殊政策
的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逐渐成为新
疆扩大向西开放的重要支点。

“丝绸之路”重镇喀什，具有“五口通
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理优势。在政策推
动下，喀什开始散发大都市的气息，人气越
来越旺。数据显示，2012 年喀什机场进出
港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 月 8 日，中国
首届区域性国际商贸物流产业高峰论坛举
行，与会者就共同推进喀什打造中亚南亚经
济圈中心地位战略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为
2013 年举办首届中国喀什·广州商品交易
会做准备。

霍尔果斯也显现出强劲的“引擎”效
应。2011 年口岸的过货量 1050 万吨，进出
口贸易总额 70 亿美元；2012 年完成 1300
万吨，进出口贸易总额 80 亿美元。就在阿
拉山口设市前一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火
车站开始启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列
车实现对开。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这条国
际铁路的开通，这个口岸将成为我国面向
中亚乃至欧洲，集公路、铁路、管道为一
体的国际交通枢纽，促进新疆与周边国家
的经贸往来。

通过实施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对外贸易
发展不断加快。据统计，自治区年进出口额

从 10 亿美元到 50 亿美元历时 10 年；从 50
亿美元到 100 亿美元历时 3 年；而从 100 亿
美元到 200亿美元只用了 14个月。

如今，许多中亚国家、亚欧大陆国家更
加重视向东开放，这为新疆进一步加快向西
开放、吸引投资、拓展出口提供了新的机
遇。初步预计，2012 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
额增长 7.7%，增速高于全国。

在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在财政、税
收、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后，新疆又分别赋予喀什、霍尔果
斯经济开发区省级审批管理权限。

此外，自治区各相关部门也都制定了相

应支持政策。最近，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
行、新疆银监局等 4 部门提出，各银行确保
在喀什和霍尔果斯开发区每年新增的贷款不
低于上年，贷款增速不低于全疆平均水平；
加大对开发区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发展及民
生领域的信贷支持；在对口援疆省市资金尚
未到位但资金来源有保证的前提下，可提前
发放临时周转贷款。

构建畅达的交通体系，是扩大向西开放
的基础条件。不久前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八届
四次全委 （扩大） 会议指出，要着眼于打通
东西南北大通道，尽快实现主干线高速化。
数据显示，2010 年新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额为 150 亿元，2011 年猛增到 350 亿元，

2012 年保持在 350 亿元的水平。与会的各
地州代表纷纷表示，铁路通道、空港建设以
及公路的发展，必将为对外开放插上腾飞的
翅膀。

做大做强展会经济是新疆向西开放的重
要举措。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新疆
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等“窗口”，新疆
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与周边国家的经
济联系日益密切。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
长胡晓东告诉记者，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将于今年 9 月初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

“开放互信 共谋发展”，目前已确认 18 个
国 际 协 办 单 位 参 与 ， 国 际 化 程 度 又 有 所
提升。

图为繁忙的阿拉山口口岸铁路站场。图为繁忙的阿拉山口口岸铁路站场。

辽宁加大投入建设路网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日前从辽宁省交通

厅获悉：辽宁省将加快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支撑作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功能
更加完善、保障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
的交通运输体系。

今年，辽宁省计划完成高速公路建设投
资 103.6 亿 元 ， 高 速 公 路 总 里 程 将 突 破
4000 公里。确保沈阳绕城高速公路改扩
建、阜新至盘锦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维修改
造干线公路 630 公里、农村公路 3000 公
里；建成国道 101 线牛河梁段改线工程、桓
盖线改造工程；加快完善沿海公路服务体
系，建设 970公里沿海经济带路网。

沿海港口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200 亿元，
将新增生产性泊位 26 个。在继续建设大连
港大窑湾北岸集装箱码头等 78 个港口项目
的同时，还将加速建设丹东海洋红等 4 个新
港区。

区 域 交 通

青藏铁路延伸工程铺轨

1 月 16 日，中铁八局工程技术人员在西

藏曲水县境内铺轨。

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是青藏铁路的延伸工

程，2010 年开工至今，累计铺轨达 80 公

里，预计 2013 年内铺轨到日喀则市。拉日

铁路东起拉萨，途经堆龙德庆、曲水等县，

西至日喀则市，线路总长 253 公里，穿越近 90

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其中桥隧总长

115.7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45.7%，预计年货运

量 830万吨以上。 新华社记者 觉果摄

通过“异业联盟”平台，一位准妈妈在
“十月妈咪”购买孕妇装所获得的积分可以
到“香山瘦身”兑换产后瘦身服务，也可以
去奶粉经销商兑换奶粉。在各种服务平台
上，商家实现了对会员体贴入微的服务。

在银行大堂里为顾客答疑解惑的大堂经
理和助理，来自专业机构提供的外包人才驻
场服务，从利用储户的“碎片时间”提供各
种推介到如今受银行所托进行风险管理。

有了“智能后厨”系统，电子屏幕上显
示的是点菜系统整理好的菜品顺序，厨师只
需要专心做菜，一道菜品装盘完毕，只需轻
点电子屏幕，就能显示下一道菜的菜名。泽
阳科技从为餐饮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出
发，逐步把业务拓展到“衣”、“住”、“行”
等方面，瞄准了“智慧城市”建设。

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在上
海，就有这样一批“轻资产、重知识、少人

力”的企业，充分发挥“量体裁衣”的定制
化服务，在专业细分的市场中发现商机，做
大做强。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陈虎祺
用“千姿百态、欣欣向荣”8 个字来形容上
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在经济大环境
不景气、固定资产投资接近零增长的同时，
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
度。”陈虎祺说。

拥有 300 多家会员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
合会是一个枢纽型的协会。其会员单位覆盖
了金融服务业、流通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
业、信息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
兼具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机制特征
的现代服务业企业。

发展迅猛的上海现代服务业，早已引
起 关 注 ， 起 到 了 引 领 示 范 作 用 。 2007 年
起，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已
经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上海的现代服务
业企业不仅成为宁波、嘉兴等地交流合作
的“常客”，其中的佼佼者更不约而同地把
提供平台化的服务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包季鸣眼中，现

代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是纵向上把
产 业 链 打 通 ， 打 造 全 产 业 链 的 服 务 业 平
台；横向上则做大做广，建立更多战略联
盟，形成集成式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来提
升商家的共同价值。

长三角的广阔腹地，为上海发展现代服
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舞台。亚太地区由东北
向西南倾斜的经济长廊上，上海也居于中心
部位，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教

育，市场容量最大，商业机会最多。
而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 运 中 心 ， 离 不 开 现 代 服 务 业 的 大 力 推
动。早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各区县充分
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特
色服务业，形成一定的空间集聚。“十二
五”是上海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
的关键时期，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脚步
坚定不移。

上海现代服务业“合纵连横”
本报记者 吴 凯 杨学聪

新疆处于亚欧大陆地理中心，拥有56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设17个国家一类口岸，

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地区——

上 海 形 式 多 样 的 现 代

服务业企业雨后春笋般诞

生，在金融、物流、商贸、旅

游、信息服务等重点领域茁

壮成长，以创新姿态引领着

长三角甚至全国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

作为云计算应用示范区的浦东新区，已
初步形成贯穿硬件与设备制造、基础设施运
营等领域较为完整的云计算产业和应用发展
格局。搭建云平台，是为了立足上海辐射全
国，为更多的企业服务。在上海市服务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中，除实现城市功能转
型，更把现代服务业的“触角”延伸出去，
提出“鼓励服务业企业跨区域、跨国界整合
资源，构建区域和国际服务网络”。上海平

台经济的发展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分

工，也将影响到区域发展布局。”上海市商
务委副主任张新生认为，特大型城市、经济
中心城市承载了配置国际性生产要素和各类
资源的市场功能。通过这个大平台，上海既
是全球市场网络的枢纽和节点，又能发挥在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提升城市服务与辐
射功能。

链 接 现代服务业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