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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今 年 民 生 投 入 550 亿 元
减 少 贫 困 人 口 100 万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记
者从日前开幕的贵州省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
议上获悉，该省今年将投资 550 亿元，为群众
重点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这些民生实事主要有：实施扶贫生态移

民 3.6 万户、15 万人，减少贫困人口 100 万人；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40 万户，新开工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住房 30万套(户)、竣工 9万套(户)；
压缩 5%行政经费用于实施“9+3”义务教育及
三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力争新增城镇

就业 50 万人，继续实施“3 个 15 万元”扶持政
策，新增微型企业 2 万户，带动就业 10 万人以
上；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政府补助以及社会保障的标准。

“十件民生实事”还包含了一批基层惠民
项目，包括建成中心乡镇卫生院 130 所、新开
工 130 所，新建乡镇计生服务站 50 个、村级计
生服务室 500 个；建成通村油路 1 万公里，新
建、改造、维修农村通组和串户道路 6500 公
里等。

建设长吉图先导区

吉林打通中朝俄蒙大通道

本报讯 记者殷陆君报道：在全球外贸经
济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厦门海沧口岸进口石
材量逆势走强，2012年厦门海关共监管该口岸
进口石材 360.17 万吨，同比增长 24.67%，首
次居全国各口岸之首。

针对进口石材增多的情况，厦门海关驻海
沧办事处设置了进口石材通关绿色通道，提供
24小时预约通关查验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
知”服务，方便企业及时办理业务。此外，海
沧保税港区一、二期的相继封关运作，也为石
材进口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海关着力打造
的智能卡口监控系统实现了全年卡口自动放
行，确保进口石材在办理完海关放行手续后及
时离港，极大地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本报讯 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项目新闻
发布会日前在昆明举行，这标志着中国东盟保
税物流港首期项目顺利落户昆明高新区马金
铺新城产业基地，即将开工建设。

按照规划，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总投资约
99 亿元，规划用地 2800 亩。据昆明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董保同介绍，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项目
规划建设面向东盟国际市场，为中国西部地区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商检、工商、税务等服务最
好的复合型保税物流园。（杨清心 周 斌）

昆明建西部最大东盟保税物流港昆明建西部最大东盟保税物流港

厦门海沧成全国最大石材进口口岸

据新华社电 （记者马扬）在日前开
幕的吉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吉
林省代省长巴音朝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未来 5 年吉林省将加快长吉图开
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进一步打通中朝、中
俄、中蒙对外大通道。

按照计划，吉林省将首先在 2013 年
采取措施，协调俄罗斯恢复中国珲春到
俄罗斯卡梅绍娃亚铁路的通车。同时将
进一步出台政策，推动现有的中、俄等国
之间陆海联运航线的持续运营。吉林省
还将推进建设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努
力使之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和商贸物流中心。

据悉，自 199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将 图 们 江 地 区 开 发 列 为 重 点 支 持 项 目
以来，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开发取得了
明显成效。吉林省副省长陈伟根说，作
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图们江地区将形成由中俄交通走廊、中
朝交通走廊、中蒙国际贸易通道和环日
本 海 港 口 腹 地 物 流 系 统 等 四 大 通 道 组
成的东北亚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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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讯 记者齐彦洵 赵

淑兰 杨颖报道:今天,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
市房山区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共同推进“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房山园”建设的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同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
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正式挂牌。

双方将以该基地为切入点深入推进战略
合作，促进中关村“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覆
盖落地，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境友
好、具有研发特质的特色产业基地。目前基地
投产、在建、签约和在谈项目约 60个。

中 关 村 又 添 房 山“ 飞 地 ”

本报讯 记者文晶 白海星报道：以“一
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发展”为总体
目标，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为主线，3 年来
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扎实推
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实
施，全面提升建设水平，使示范区经济社会呈
现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引领安徽
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认为，
实施皖江示范区规划，是顺应国内外产业转移
新趋势、探索建立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的客观
需要。自2010年以来，皖江示范区按照“科学
承接、绿色承接、创新承接”的要求，着力推进

“创新发展、跨江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联
动发展”，努力实现科学承接与发展新突破。

为进一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皖江示范
区着力推进创新发展，通过承接方式创新、自
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在承接中培育和壮
大装备制造、原材料、轻纺、高技术、现代服务
业和现代农业六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据统计，2012 年
1 至 11 月 ，示 范 区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3518.8 亿元，增长 3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1887.8 亿元，增长 15.5%；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10.8%，比全省高 0.8个百分点。

推进跨江发展，对拓展产业承接空间至
关重要。示范区按照产城一体的发展思路，
依托中心城市，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推
动行政区划及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示范区大力推进集约发展。示范
区 内 95 家 开 发 区 对 投 资 强 度 提 出 明 确 要
求。国家级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
万元，市管省级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不低于
200 万元，县管省级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不
低于 150 万元。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
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推进绿色发展，才能促进产业与生态协
调。3 年来，示范区把区域资源承载能力和生
态环境容量作为产业承接和布局的重要依
据，积极承接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强生态
保护和建设，确保不因产业承接而影响生态
和人居环境。

推进联动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协作，是示
范区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推动中部

崛起战略而采取的实际行动。近 3年，安徽着
力推进省部联动，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 20
多家中央部委或单位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科学、绿色的创新承接，皖江地区不仅正
在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而且实现了产业在转
移中的提升。”安徽省发改委主任张韶春说，蓬
勃发展的皖江示范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版图的
新热点，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高地，有力带
动了安徽加速崛起，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示范区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去年前三季
度，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890.1亿元，占
全省的 62.8%，较上年增长 12.6%，分别高于
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0.6个和 4.9个百分点。1
至 11 月，示范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530亿元，占全省 68%，增长 15.9%。

创新承接方式 实现产业提升

皖 江 城 市 带 隆 起 创 新 高 地

本报太原1月29日电 记者刘存瑞 李

哲报道：努力构建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现代
产业新体系，推动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
炭绿色发展。建设晋北、晋中、晋东三大煤炭
基地,晋北、晋中、晋东南三大煤电基地,沁
水、河东两大煤层气基地,建设国家综合能源
基地⋯⋯这是近日正在召开的山西省第十二
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的今后 5年的新要求和新任务。

近年来，山西痛下决心推进煤炭资源整
合煤矿兼并重组，提出了“以煤为基、多元发
展,再造一个新山西”的转型跨越发展战略,

煤炭工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全省矿井
总数由 2598座减少到 1053座，单井平均规模
达到年产 120 万吨，安全生产水平、劳动生产
率、资源利用率全面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迈出
了新步伐。2012年，全省煤炭产量、外运量分
别 达 到 9.1 亿 吨 、5.8 亿 吨 ，比 2007 年 增 长
45%、9%。

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我们要以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为统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强化科技和
人才支撑,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

新路。”省长李小鹏说。报告提出,在巩固和发
展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成果中，加快建
设一批现代化矿井,要加大煤炭转化利用力
度，不断延伸煤基产业链。要促进煤电联营，
落实电煤价格改革措施，构建和谐煤电关系,
新建续建电力装机800万千瓦,进一步提高外
送电能力；要完成焦化行业整合重组任务，推
进化工行业整合提升；要培育发展大型现代化
钢铁联合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进一
步做大煤炭机械等优势制造产品，抓紧培育高
速列车设备等高端制造产品,大力推进煤基多
联产等现代煤化工项目。

山 西 重 点 建 设 国 家 综 合 能 源 基 地

安宁，是昆明通往滇西八州市和南亚、东南亚的必经之地，处于“桥头堡”建设、滇中经济圈和滇
中产业新区三个圈层叠加区域，市域面积 1301 平方公里，西汉元封二年置连然县始，至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素有“连然金方、螳川宝地”的美誉。1995 年安宁撤县设市以来连续摘桂：云南省首个
国家园林城市、首批“中国 50 家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并连续四年荣膺中国西部百强、云南省县域经济
十强和“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市）”、“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县”等称号。

工业是支撑一座城市的脊梁，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引擎，也是富民强市的基础，“实力之
城”的根基。安宁始终高举“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大旗，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

滇中经济圈是桥头堡建设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引擎和龙头，是国家主体功能规划区
确定的 18 个重点开发区之一。滇中产业新区是滇中经济圈“一区、两带、四城、多点”战略规划布局
的重点和核心，安宁正处于滇中产业新区规划的核心区和先行区，安宁工业园区作为云南省重点工
业园区、重点工业产业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吸引了中石油云南 1000 万吨/年炼油项目、武钢集团草铺
185 万吨抗震钢项目，以及云天化云南千万吨级炼油基地配套石化项目等一批百亿元以上项目落
地，是云南省打造产值超千亿元重点省级工业园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磷、盐化工）产业示范基地。

安宁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395 平方公里，区域范围涵盖草铺、青龙、禄脿三个街道办事处，建设用
地约 65.12 平方公里，形成了以石化、钢铁冶炼、磷盐化工等三大支柱产业为主，以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为重点发展方向的产业规划布局，成为全国罕见的集石油、钢铁、磷盐三大
产业于一身的园区。今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要增长 15%以上，力争突破 100 亿元，加快创建
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武钢草铺项目武钢草铺项目
柳树村安置小区柳树村安置小区

云天化产业集群云天化产业集群

云南省安宁工业园区生产用水水厂鸟瞰图云南省安宁工业园区生产用水水厂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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