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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因地制宜显特色

甘肃临夏制订产业富民规划

2015年，广东将建成布局科学、结构合理、人海和谐、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海洋经济强省——

“ 蓝 色 经 济 航 母 ”南 海 起 航
本报记者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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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域面积 41.9 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
2.3 倍；大陆海岸线 4114 公里，居全国首位；海岛
1431 个、海湾 510 多个、滩涂面积 20.42 万公顷，发
展海洋经济具有良好的资源禀赋。”谈起广东的海洋
经济发展趋势，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文斌滔滔
不绝。

广东濒临南海，毗邻港澳，紧靠东南亚，东接海
峡西岸经济区，西连北部湾经济区，南临海南国际旅
游岛，发展海洋经济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广东发展

“蓝色经济”底子不薄。
2010 年 4 月，国务院从建设海洋强国和保持国民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高度，将广东列为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试点地区，并于 2011 年 7 月批复了 《广东海洋经
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从当前来看，广东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
需要将发展海洋经济作为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
的 重 要 举 措 ； 长 远 来 看 ， 广 东 省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趋
紧、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繁重，迫切需要把发展海洋
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从国内来
看，兄弟省份百舸争流、竞相发展，迫切需要把发
展海洋经济作为增强广东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从
国际来看，海洋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迫切
需要把拥抱海洋作为促进广东发展的不竭动力。”广
东省委领导同志在去年 8 月举行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
试验区发展规划工作会议上的这番话，是广东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的冲锋号角。

产值超万亿元

天津滨海新区建218个大项目

投入逾43亿元

青海“123”项目强化科技支撑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陈发明报道：近日，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兰州大学组织专家评审全州产业
富民与收入倍增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规划，并
邀请甘肃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

临夏州委编制完成了产业富民与收入倍增规划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用8年时间实现城乡居民收
入翻番。规划明确了临夏州将大幅度提升清真食品产业、
民族特需用品产业、畜牧养殖业、农畜产品加工业、特色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等10个主要富民产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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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凯报道：贵州面向长三角招商推介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当天现场集中签约
40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694.49亿元。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说，这次到上海、江苏、浙江
两省一市考察学习，主要任务是促进贵州与长三角地区
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加快转型。

据了解，此次贵州省面向长三角招商推介共促成
122 个相关项目达成投资合作协议，涉及金额 1315.87
亿元，涉及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旅游综合体、城市
综合体、商贸物流、新兴产业等领域。

现场签约40个项目

贵 州 走 进 苏 浙 沪 招 商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入春以
来，长三角铁路客流增势明显，特别是逢
周末双休日和节假日，中短途旅客运输更
以井喷式速度增长。据悉，4 月 3 日至 6
日，清明小长假期间，上海铁路局就发送
旅客 563 万人，同比增长 7.3%，客发总量
居全国铁路之首。如今，高铁已经不仅仅
是运输工具，更成为拉动长三角区域经济
发展的“黄金线”。

经过近 5 年的建设，长三角高铁路网
成形，运力得到释放，推动春运、清明等
假日运输步入常态化。据统计，2012 年
底，地处皖苏沪浙的上海铁路局铁路营业

里程已达7804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及
以上线路 2490公里，有 8条高速铁路，是
目前全国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动车组列车
开行数量最多的铁路局。上海、南京、合
肥、杭州等铁路枢纽高铁动车组列车密集
连发，公交化运行，最短间隔不到 5 分钟
发出一列。今年春运40天，上海铁路局安
全发送旅客 4113 万人，日均发送 103 万
人，同比增长17%。

2010 年 7 月 1 日，沪宁高铁开通运
营，在上海至南京间形成“1 小时都市
圈”。目前，有 3条高铁在南京站交会，南
京站成为华东铁路的重要枢纽之一，客流

量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2012 年 10 月
16日，合蚌高铁顺利开通运营，接入京沪
高铁，进一步促进合肥与长三角、环渤海
湾 的 经 济 往 来 和 人 员 交 流 ， 合 肥 形 成

“1234 城市圈”。如今，在合肥也有 3 条高
铁线路在此交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全
新的体验和变化。另一方面，近年来，长
三角城市群纷纷借力高铁，打出旅游牌，
举办各类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带动高铁沿
线城乡旅游热。2012年，上海铁路局完成
旅客发送量 3.36 亿人次，同比增长 7.8%，
总量居全国铁路首位。

此外，为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上

海铁路局适应市场需求，按照周末 （周五
至周日） 和日常两种模式开行高铁动车，
加开旅游列车，在服务旅客的同时做大旅
游市场“蛋糕”。

昆山地处外向型经济前沿的长三角核
心区域，是一座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开放型
城市。目前，昆山观光休闲客流呈现日益
增长的趋势。京沪高铁与沪宁高铁唯一两
线共用站——昆山南站开通运营以来，吸
引了大批客流，客流量逐年攀升。2012
年，昆山南站安全发送旅客逾 580 万人，
同比增长 26%，高铁线成为名副其实的

“黄金线”。

长三角高铁“织网成金”

底蕴——

潮平海阔南风劲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推介成本低廉、方便快
捷、安全高效的电子商务对俄贸易平台，是今年绥芬河
市探索对俄贸易的新模式。去年绥芬河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11.3亿元，其中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85.3亿美元。

已签订阿里巴巴中俄云仓项目的北京宏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王斌表示，其公司将投资 1.15亿元，设立对
俄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俄网上电子商务贸易活动。

建电子商务平台

绥芬河探索对俄贸易新模式

201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5万亿

元，其中广东就占了1.1万亿元。作为全国

第3个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的广东，已成

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

区之一。

近日召开的 2013 年广东省海洋
与渔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后将通
过“六个着力”把广东进一步打造
成建设海洋强国的主力省，即着力
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着力构建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加快发展
现代渔业；着力加大海洋科技创新
驱 动 ； 着 力 加 强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着力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为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及成果高
效 转 化 ， 近 年 来 广 东 已 大 力 实 施

“科技兴海”战略，建成了覆盖海洋
生物技术、海洋防灾减灾、近岸海
洋工程、海洋药物、海洋环境等领
域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25 个，海
洋能源开发、深水抗风浪网箱、海
水养殖种苗繁育等多项技术居全国
领先地位。

“我们还将选择建立若干个海
洋 经 济 综 合 发 展 示 范 市 、 集 中 集
约 用 海 示 范 县 、 海 洋 产 业 园 区 ，
并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文

斌 说 。 广 东 海 洋 经 济 的 发 展 将 进
一 步 重 视 科 技 成 果 的 高 效 转 化 ，
力争到 2015 年海洋科技贡献率提
高至 60%。

广东省政府参事陈鸿宇表示，
海洋科技创新与综合管理创新一直
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软肋”，在

“六个着力”建设中，广东立足自身
优势聚力建设科技创新与综合管理
创新高地，势必将为其建设成名副
其实的海洋强省添翼。

近日，在珠海三一港口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业园
中，巨大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三一集团将建立海洋
重工产业园，形成以珠海为研发中心和海洋工程的母
工厂，力争经过 5 年努力建成三一集团现代港口和海
洋工程装备的全球研发制造中心，年产值达到 300 亿
元。”珠海三一港口机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志
强介绍说。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刘齐英告诉记
者，像三一集团这样齐聚当地“挖宝”海洋装备制造业
的企业还有很多，“海洋产业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这里
将孵化出世界级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珠海高栏港海洋装备制造业只是广东海洋经济提
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根据 《广东海洋经济地图》，广
东划定了“六湾区一半岛”——大汕头湾区、大红海
湾区、环大亚湾湾区、环珠江口湾区、大广海湾区、
大 海 陵 湾 区 以 及 雷 州 半 岛 ， 构 建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新
格局。

围绕“湾区计划图”，去年 8 月，广东公布了 《中
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
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 以及五个实施方案，共
提出 177个海洋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超过 1万亿元。

“超万亿‘孵化资金’布局‘湾区计划图’，将大举
推动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让广东建设海洋强省提速。”
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表示。近日召开的广东省 2013 年
海洋与渔业工作会议上，记者获悉，2013 年广东海洋
生产总值将保持 13%的高速增长，达 1.25 万亿元，将
超额完成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试点阶段任务。

布局——

“孵化”湾区万亿元

方向——

集 约 用 海 靠 科 技
方向——

集 约 用 海 靠 科 技

走 访 广 东 海 洋 经 济 综 合 试 验

区 ，记 者 领 略 了 南 粤 人 民“ 走 向 蓝

海 ”的 坚 定 执 著 。 假 以 时 日 ，一 艘

引 人 瞩 目 的“ 蓝 色 经 济 航 母 ”必 将

在广东起航。

在对“蓝色经济航母”满怀期待

的同时，必须警醒地注意到，近年来，

陆源污染加剧、临港重化工业带的大

规模新建、海上污染及海洋灾害频

发，导致广东大量滨海湿地消失、海

洋生态脆弱。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广东不得不面对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在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的同时，广东也在不断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目前，全省已

建海洋与渔业保护区 100 个，面积

65.8 万公顷，保护区数量、种类和面

积居全国首位。同时，大规模水生生

物资源增殖放流实现常态化，加强了

海洋及海岸工程的环境监管和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完善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和渔业生态补偿机制。

此外，广东还提出要在今年大力

启动建设“十大美丽港湾”的计划。

该计划首期将重点开展饶平柘林湾、

汕尾品清湖、湛江港等的整治，将建

成生态优美、宜居宜游的海岸景观

带，将重点把惠东海龟、珠江口白海

豚、徐闻珊瑚礁等国家级保护区打造

成国际一流的保护区。

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

护 相 协 调 新 路 的 广 东 ，正 从“ 因 海

而兴”走向“因海而美”。相信随着

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文明的比翼齐

飞，广东“蓝色经济航母”也势必更

见活力。

从“因海而兴”到“因海而美”
张建军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
许广企报道：为把丰富的海洋资源
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发展能源”，阳
江 市 今 后 将 大 力 推 进 临 港 经 济 发
展，并从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
海旅游业三方面着手，努力打造海
洋经济强市。

为打响“南海渔都”品牌，阳

江市着力推动渔业向集约化方向发
展，全面推进渔港省级建设，重点
发展外海和中、西、南沙渔业和远
洋渔业，扶持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和
健康水产养殖。阳江还将持续发力
临港工业发展，依托海陵湾和阳江
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谋划发
展重化工业，加快推进广青镍合金

等重大项目建设，构筑临港工业基
地。

阳 江 与 广 东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签 署 了 《关 于 共 同 推 进 阳 江 市 海
洋经济强市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双 方 将 共 同 加 强 合 作 ， 将 阳 江 建
设 成 为 广 东 海 洋 经 济 综 合 实 验 区
的先行区。

“ 南 海 渔 都 ”看 阳 江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截至目前，青海“123”科
技支撑工程已累计实施项目 220 项，完成科技投入 43.2
亿元，带动项目建设投入 622.2 亿元，累计申请和获得国
家专利 644件。

自 2009 年 7 月开始，青海启动实施了“123”科技支
撑工程。即通过实施 10 个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项目，
实施 20 个联合攻关项目和 30 个企业自主创新项目，以
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工程实施以来，
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和政策金融等支持，全省高新技术企
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步伐加快。据统
计，工程所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占到项目
总数的 45.9%。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天津滨海新区今年将积
极推进 218 个投资在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建设项目，其中
涵盖蓝星化工、高银 117 组团等 9 个投资超百亿元的龙
头项目，建设周大福滨海中心、渤海生态游乐港等十余个
投资 50 亿元以上的核心项目，以及罗莱家纺等百余个关
联项目。预计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产值将超万亿元。

龙头项目引领、核心项目发力、关联项目聚集，天津滨
海新区已逐渐形成了“大项目好项目—产业集群—高端产
业基地”的良性循环模式。今后3年，滨海新区将在产业配
套、拓展和拉伸产业链上下大力气，促进制造业与现代信息
技术融合发展，打造具有新优势的24条制造业产业链。

公 告
一、根据蛟河市农业局工作需要和编制空缺情况，现

拟对以下三类人员组织竞聘上岗。一是 2000年以前分配
到农业“三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管理站、农村经济
管理站）的大中专毕业生，取得原蛟河市人事局出具的干
部介绍信并按要求报到的等待安置人员；二是 2002年以
前农业“三站”在编在岗未参加竞争上岗人员；三是组织
分配到农业局或原农机局的复员兵待聘人员。

二、根据蛟河市水利局工作需要和编制空缺情况，现
拟对 2000年以前分配到水利中心站的大中专毕业生，并
取得原蛟河市人事局出具的干部介绍信并按要求报到的
等待安置人员和组织分配到水利局的复员兵待聘人员，
组织竞聘上岗。

三、根据蛟河市畜牧业管理局工作需要和编制空缺
情况，现拟对 2000年以前分配到蛟河市畜牧业管理局基
层畜牧兽医站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兵，取得原蛟河市
人事局出具的干部介绍信并按要求报到的等待安置人
员，组织竞聘上岗。

自即日起公告期 7 天，限上述人员自公告期满 15 日
内分别与蛟河市农业局、水利局和畜牧局取得联系,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及今后竞聘上岗资格，不再予以安置。
望其亲属、朋友、老师、同学等帮助尽快取得联系。

农 业 局 联 系 人 ：王 玉 英 联 系 电 话 ：
0432-67250655；水利局联系人：刘一南 联系电话：
0432-67250853；畜牧局联系人：李慧敏 联系电话：
0432-67250934。

吉林省蛟河市农业局、水利局、畜牧业管理局
二○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