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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承接产业转移 寻求后发赶超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何汪维报道：随着西安
市市长董军一声令下，矗立于第二炮兵工程大学的 9
台燃煤锅炉相继倒地，6 个月后，取代它们的将是全新
的天然气锅炉。此举意味着，继十年前该市拆改 5000
多台燃煤锅炉后，古都西安的又一次大气治理行动拉
开大幕。

据了解，今年西安市政府计划完成 450 台 20 蒸吨
以下燃煤锅炉的拆改任务。在综合污染防治方面，西
安加快现有工业企业“退城入园”，逐步将重污染企业
从人口集中居住区搬迁至相关工业园。在水污染防治
方面，西安将在年内建成 6 座污水处理厂，6 月底前完
成 13 座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等工程。同时，西安还
将加强执法和监管，逐步建立关中城市群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与应急机制，跨区域治理污染。

淘汰“黄标车”拆改煤锅炉

西 安 治 污 减 霾“ 动 真 格 ”

今年 18 岁的张晓阳，在位于黄石的湖
北省机械工业学校读中专。最近，他报名
参加了学校开设的沪士电子班。跟记者聊
起就业前景，他非常乐观，“沪士电子是一
家很有名的台企，还没有毕业就能去这里
参加实训，家里人都觉得我未来的工作前
景比较好。”

两年前，台湾沪士电子落户黄石经济
开发区的黄金山新区。伴随着其投资 33

亿元建造中部最大的 PCB 生产基地，6 家
上下游配套企业先后进驻 PCB 产业园，
百亿元电子产业呼之欲出。

在黄金山新区，记者看到，随着一个
个高起点、高水平的专业园区雏形初现，
该区已经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纺织服
装、保健食品、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
化、新材料、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能源
与高效节能等低碳产业集群。如今，8 个

省级以上的工业园区犹如一串珍珠，密布
在 50 公里长的长江沿线，成为黄石新的
经济增长极。

“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
产业转型。”黄石市委书记周先旺告诉记
者。近年来，黄石在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技
术革新步伐的同时，坚持“高新化、集约
化、低碳化”三化并举，培育了一批质量
效益型和科技创新型的知名企业，引领黄
石产业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黑
色”转向“绿色”，从依赖资源立市到依
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

“既要主导产业的日月经天，又要第
三 产 业 的 群 星 璀 璨 ， 是 黄 石 转 型 的 关
键。”黄石市市长杨晓波说,未来我们将继
续贯彻落实这一思路，力争将资源优势更
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湖北黄石：

从资源立市到资源创业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黄士华 万金光

湖北黄石：

从资源立市到资源创业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黄士华 万金光

本报讯 近年来，江西省遂川县抓住得天独厚的
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绿色主导产业开发，加快食品产业
转型升级，依靠科技大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积极探索
出了一条强县富民新路。

为进一步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该县着力提升
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发出金橘果糕、金橘白兰地洋酒、
银杏保健茶及获“AA 级绿色食品”称号的狗牯脑茶等
60 多个绿色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
产品走俏全国，“玉宁”金橘产品热销京津沪，“遂兴”板
鸭畅销东南亚，“狗牯脑”绿茶香飘欧美，几大产业真正
成了财政增长、企业盈利、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李建平 张祖华）

加快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江 西 遂 川 特 色 农 产 品 走 俏 全 国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石才学从南宁铁路局
获悉：为满足今年广西高铁及客运专线开通运营的需
要，广西南宁、柳州、桂林三大城市火车站相继进行站
场改造施工，改造竣工后，三大城市的现有火车站都能
实现与高铁无缝对接。

据了解，2013 年，南宁铁路局铁路建设进入全面
收获期，计划建成开通湘桂、柳南、南黎、钦北高铁项目
和玉铁、黎钦铁路，投产新线 1081公里，约占全国今年
高铁新增里程的五分之一，建成投产规模居全路首
位。广西也将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成为全国 5 个自
治区中首个建成高铁的自治区。

三大城市火车站相继改造

广 西 力 争 火 车 站 与 高 铁 无 缝 对 接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科委获悉：科技部
公示了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对象，其中天津 11
个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入选。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一项重大人才工程，为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据悉，
此次入选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年龄均在 45 周
岁以下，都是近年来承担了国家、部门和地方重大科研
项目课题的负责人；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的年龄
在 50 周岁以下，创新团队都在近年承担了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天 津 11 个 人 才 团 队 入 选“ 国 家 队 ”

“跳慢步舞曲”多年的海南信息产业终
于开始“策马奔腾”了。继 2011 年主营业务
收入首超百亿元大关后，去年，海南信息产
业又破 200 亿元关口，同比增长近 4 成。其
中，规模以上软件服务业异军突起，全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逾百亿元。

“信息产业是众多产业中最活跃、最具
生命力的先导性高技术产业，而海南信息产
业基础还十分弱小，必须以特有的方式进行
追赶和跨越。”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
负责人说。而以发展软件为切入点，采取产
业集群式的发展模式，正改写海南省 IT 产
业版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浪潮中，海
南逐梦信息产业高地。

信息产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高技术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建设信息智能岛是海
南的战略布局。早在 1997 年，海南省委、省

政府提出了建设“信息智能岛”的目标，并根
据岛屿经济特色制订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

“海南信息产业发展起步较早，有些领
域在当时甚至还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然而，
海南信息产业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海南天涯在线公司负责人如是说。数据显
示，2006 年至 2009 年，海南信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每年递增约 10 亿元，但一直未能
破 90 亿元关口。其中，通信业占比达 7 成，
而电子信息产业只占 3成。

直至 2010 年，转机出现了。海南首个
信息产业园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投入使
用，首批吸引 40 多家企业入驻，当年实现产
值 13.9 亿元。2011 年又有 208 家企业入
驻，实现产值 33.9 亿元。去年，产值突破 50
亿元，初步形成数字医疗、地理信息、物联
网、旅游信息化、软件服务外包及动漫创意

六大产业格局。
“生态软件园不仅实现了海南信息产业

园区零的突破，还成为海南信息产业增长的
最大亮点。”海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产
业版图的改写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用心栽
花”。近年来，除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出台
优惠政策外，国家有关部委和海南共拿出近
2 亿元扶持软件园企业。这些举措吸引了
惠普、IBM、东软等知名 IT 企业落户。

去年，海南信息产业三大板块当中，电
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 亿
元（不含光伏产业 28 亿元），同比增长逾 6
成；规模以上软件服务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近 110 亿元，同比增长近 8 成；通信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90 多亿元，同比增长约
9%。通信业在海南省信息产业格局中不
再一家独大。“海南信息产业发展正形成专

业园区布局和产业集聚化发展新格局。”海
南省工信厅信息产业处负责人说。

对于海南信息产业发展方向和定位问
题，天涯在线公司负责人认为应着眼于高
端、偏软的 IT 行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是较
好的选择，因为它们不存在区域概念，‘两
网’又可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

“除了加强科研投入和吸引人才外，企
业应当紧扣政策导向，积极往国家支持的行
业和领域发展，这样发展空间才会更大。”海
南百成信息系统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

海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透露，海南将
继续通过园区和大企业带动，加速发展软
件、互联网、信息服务外包和总部基地，大力
发展动漫、网络游戏等创意产业，积极发展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无污染的电子制
造业，全力打造信息产业高地。

海南信息产业“策马奔腾”
去年主营收入首破200亿元，同比增长近4成

本报记者 何 伟

海南信息产业“策马奔腾”
去年主营收入首破200亿元，同比增长近4成

本报记者 何 伟

“中西部地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不能为了 GDP 数字的增长去承
接其他地方淘汰的低端产业，要避免把
夕阳产业、污染较重的产业向中西部地
区 转 移 ， 抱 着 产 业 淘 汰 前 捞 一 把 的 心
态，更不可取，否则引进来的企业开工

第 一 天 ， 很 可 能 就 是 走 向 倒 闭 的 第 一
天。”董洪运说道。

来 自 山 西 省 环 保 厅 的 统 计 显 示 ，
2012 年，国家考核的二氧化硫等 4 项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山西省均超额
完成。就此，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山西始终坚持把污染
减排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统筹考
虑，把污染减排作为调结构、转方式、惠
民生的重要抓手。只有转变发展模式，绿
水蓝天才能回来。

山西：

饥渴式招商成为历史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山西：

饥渴式招商成为历史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河南：

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支撑
本报记者 党涤寰

作为资源能源型老工业基地，近年来，承接产业转移成为了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一
大助推力。纵观山西承接产业转移之路，“捡到盘中都是菜”的饥渴式招商早已成为历
史，取而代之的是今日的招商选资是全产业链企业的集群入驻。而在招商引资方式的
改变背后，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理念与影响有着更加深刻的转变。

在山西省产业转移示范区——临汾开
发区·甘亭工业园内，丝毫感受不到老工业
基地的黑、大、粗，来自精密制造、电子产
品、新型材料等领域的企业整齐入驻，一条
条现代化的流水线繁忙运作着。

临汾开发区·甘亭工业园是承接东部沿
海产业转移的大型基地，临汾市委书记罗清

宇要求园区选择项目时，要“引进高端产业
项目和转型产业项目，力争把园区打造成为
全市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全省转型发展循环
经济示范区、中西部低碳经济样板区。”

“虽然产业升级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
还是要敢于想别人没想过的事，走前人没
走过的路，不能总是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
趋。我们要学会选择。”山西省忻州市委书
记董洪运说道。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山西产业结构
调整类项目的投资完成额、完成率在各类
项目中均排名第一。

产业结构转变——

瞄准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转变——

瞄准新兴产业

自运城市获批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后，如何把这一金字招牌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吸引高端项
目入驻成为当地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要承接产业转移，引来优质投资，不
能坐而等之，要有良好的政策和优质的服

务。首先要强化政策服务，制定政策要算
长远账，算大账。形成政策的洼地效应，创
造宽松政策环境把好项目吸引过来。其
次，要继续优化行政审批中心这个平台，搞
好服务，提高效率。”山西省太原市市长耿
彦波如是认为。

今年是山西省的“项目推进年”，山西
省委要求所有领导干部必须到一线了解情
况，在一线解决问题，必须放下身段，扑下
身子，拿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研究实际困
难，千方百计解决难题。

政府作风转变——

剑指服务品质

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指导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行动纲领，《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2013-2022年）》在产业升级方面提出了两大明确要求，即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培育。从各地贯彻落实规划要求的具体举措中可以看到，两大要求已经明确体现在承接产业转移，寻求后

发赶超的过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河南工业不断发展
壮大，工业总量、效益水平快速提升，实
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的跨
越。老工业基地历经 10 年艰难的调整改
造，浴火重生，成为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
的主导力量。

2003 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战略之始，河南就启动了以洛阳
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工作。郑
州、洛阳、开封、平顶山、安阳、鹤壁、
新乡、焦作、南阳等 9 个老工业基地，坚
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和产业优势，持续进行调整改造，其以国
有企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历经了脱胎换骨
的重生，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近年来，我省根据各市实际，在老工
业基地调整改造工作上进行了各具特色的
艰难探索，洛阳的实践在中部地区具有一
定的典型意义。”河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同
志告诉记者。

河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另一大亮点，

是把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
区作为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重要载
体，构建纵向连接、全方面配套的特色产
业链，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
集群。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南的老工业基
地，经由“一五”、“二五”、“三线”建设以及改
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依靠独特区位优势和丰
富的资源条件逐步形成。自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9 市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
出，老区改造难、环境压力大等沉重负担，改
革阻力重重，发展步履维艰。随着培育特色
产业集群的思路逐渐成形，洛阳、郑州等很
多曾因“改革阵痛”一度陷入困境的城市均
摆脱了缓慢发展的魔咒。

经过 10 年努力，河南老工业基地产业
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巩固提升
了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
工和新型建材等高成长性产业，改造提升
化工、有色、钢铁和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
产业，培育发展了生物、新能源、新材料
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先导产业，现代物
流、金融、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得到
快速成长，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
强。统计显示，2011 年，9 市实现生产总
值是 2002 年的 4.66 倍，占全省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 64.5%，比 2002 年提高了 4.1
个百分点；二三产业比重达到 90.5％，比
2002 年提高了 6.8 个百分点；国有工业企
业基本实现产权多元化，非公经济成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而今，国务院批复的《全国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 年）》，将河南省
8 市 1 区列入规划范围，其数量居中部省份
之首。就此，这位负责人表示，“河南将再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把老工业基地改造
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
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全国重要的现代
化新型产业基地。”

发展模式转变——

呼唤绿水蓝天

本报广州4月21日电 记者张建军报道：在全国
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和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支持和推动
下，广东日前正式成立广东省博士后成果应用促进会，
该促进会成为我国首家博士后人才交流与成果转化专
业服务平台，将填补我国博士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常
态化、专业化、市场化”平台服务的空白。

据悉，广东省博士后成果应用促进会落户在广东
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不仅有利于形成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而且有利于整合各类资源，提高
广东省乃至我国博士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率。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常态化

广东建成国内首家博士后服务平台

本版编辑 韩 叙 梁剑箫

本报大连 4 月 21 日电 记者苏大鹏 倪伟龄、通
讯员于大川报道：哈大高铁今日迎来首个夏季运行图，
正式宣布提速。动车组列车最高运行时速为 300 公
里，哈尔滨至大连最短运行时间从目前最快的 5 小时
18 分压缩为 3 小时 30 分。大连至沈阳最短运行时间
从目前最快的 2小时 11分压缩为 1小时 30分。

哈尔滨至大连高速铁路是我国“四纵四横”快速铁
路网京哈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第一条投入
运营的新建高寒地区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921 公里，设
计时速 350 公里，2012 年 12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营。这
条高铁纵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线设 23 个车
站。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哈大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939
万人次，日均 7.8 万人次。2013 年春运中，高峰日发送
旅客 13.6万人次。

最高运行时速 300公里

哈大高铁迎来首个夏季运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