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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本报讯 记者陈煜从有关部门获悉：福建省将以企
业为主体实施省级科技项目，80%以上的省级财政科技
经费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聚集。

据悉，该省将实施科技型企业备案办法，今年争取
备案科技型企业 1500 家以上，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50 家，培育省级创新型 （试点） 企业 150 家，3 至 5
家企业列入国家创新型 （试点） 企业。今年将建设 30
个以上孵化器项目；到 2015 年，全省孵化器达 100 个
以上。今年，福建省科技厅将与银行合作，创新贴息和
风险池等方法，探索与地方联合设立创投基金，解决科
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破解融资难题

福建科技项目企业做“主角”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记者从日前在南
宁召开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省际联合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了解到，由广西区发展改革委和扶贫办联合印发的 《滇
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广西实施规划

（2011-2015年）》 已正式实施。规划把广西片区 35个
县 （区） 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域，确定了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六大类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6612.19亿元。

根据规划，广西片区按照“整体保护、点状开发”
原则，引导人口和产业适度集中，集约集聚发展，形成
布局合理、错位发展的空间开发格局，确定了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六大类建设项目。

投入6612亿元

广西集约开发滇桂黔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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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报道：由内蒙古中部的包头、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和乌兰察布 5 市共同承
办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旅游推介会”日前正式启动，此
举旨在加强内蒙古中部各市的旅游合作，共同开辟国内
旅游市场客源地，为构筑内蒙古中部旅游经济圈奠定基
础。

为了充分满足游客需求，内蒙古旅游局选择了呼和
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和乌兰察布这 5 个地
域紧密相连、旅游资源富集、旅游服务接待条件相对较
好的城市作为中部旅游区域，通过多条旅游线路的组合
模式，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形成五市联动，既互为目的
地，又互为客源地，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

整合资源拓市场

内蒙古五市构筑旅游经济圈北京巧做区域合作“加减法”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国内首个主产地
煤炭交易价格指数——“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价格指数”
日前正式发布。

作为传统煤炭大省，山西省在中国 （太原） 煤炭交
易中心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 144 个采价样
本，推出了“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价格综合指数”和动力
煤、炼焦煤、喷吹煤、化工煤 4 个分煤种指数，并将逐
步把采价点扩展到其他煤炭生产地，为国内煤炭交易价
格设立晴雨表。该指数的发布不仅有利于煤炭供需企业
公平交易、合理定价，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内与国际煤炭
市场的接轨,提高我国煤炭贸易的话语权。每周发布一次
的该指数已在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试运行28期。

设立行业晴雨表

山西发布煤炭交易价格指数

占GDP比重达13.7%

成都 IT 产业收入 10 年增 2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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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IT 产业收入 10 年增 20 倍

本 报 讯 记 者 苏 民 报 道 ： 5 月 22
日 ， 北 京 市 代 表 团 赴 河 北 省 学 习 考
察。京冀双方签署了 《北京市——河北
省 2013 至 2015 年合作框架协议》 和 11
个专项协议，着力打造首都经济圈，加
快区域合作进程，共促区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希望京冀双方能在
生态环境建设、区域产业发展、基础
设 施 建 设 等 重 点 方 面 的 合 作 取 得 新

突破。
北京频频与周边的天津、河北展开

合作，其原因何在？长期以来，得益于
首都的独特吸引力，北京持续地在做

“加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
北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北京的
资源、环境、生态都大大超过了城市的
负载能力。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要为
北京“减负”。北京要做好“减法”，有
序稳步地把若干功能分散出去，与周边

区域形成互补共振。
风物长宜放眼量。纵观区域发展，

北京要加快与周边省市展开多方面合
作，实现区域协调联动。有专家表示，
就发展阶段而言，北京已经完成了从分
散到集中的阶段，使北京初步具备了现
代化大都市的基础；从集中到分散，从
规模化发展到功能化发展，实行扁平化
的管理模式，进行精耕细作，将是北京
未来的趋势。

本报讯 记者刘畅报道：成都 IT 产业跨越发展 10
周年暨 《IT 梦、成都梦——成都 IT 产业发展回顾、启
示与展望》 报告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

报告指出，2001 年至 2012 年间，成都 IT 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从 180.4 亿元增长到 3777 亿元，增长 20
倍。IT 产业增加值占成都市 GDP 的比重达到 13.7%。
经过 10 余年发展，成都 IT 产业已在世界 IT 产业版图
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成都也借此跻身中国 IT 产业第
四极，成为西部地区的领头羊，在产业门类、经济规
模、发展水平和研发能力诸多方面迈上了新台阶，形成
了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电子终端制造、软件及服务外
包等产业集群。

5 月 20 日，天津市党政代表团到河
北考察，两省市党政主管在石家庄市举行
工作交流座谈会，会后双方签署了深化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商定在推进区域一体
化进程、完善交通网络体系、深化港口
物流合作、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研发合作、加
强农副产品对接、加快旅游会展融合、
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建立合作协调机制
10 个方面深化合作，力求实现互利互惠
的双赢局面。

5 月 22 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接踵而
至,与河北省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会后
也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商定在着力
打造首都经济圈、共同推进北京新机场建
设、共同促进首钢在唐山做大做强、全面
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共同创建
区域优美环境、共同深化服务业合作、支

持张承地区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共
同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

短短几天时间，京津两市与河北省相
继签署合作协议，表明三方在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建设首都经济圈
中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京津冀地区同处华北地区，三地地缘
相邻，习俗相近，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
系。比如京、津地区的水源、农副产品供
应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都离不开河北，而
河北的基础设施及资金、人才、技术支持
也离不开京津。正因如此，三地间的互动
合作也由来已久。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的
发展壮大及交通环境的改善，京津冀之间
的同城概念得到进一步提升，三者之间交
流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展
开。比如为了方便北京周边群众出行，北

京的城市公交已延伸到了河北的三河、大
厂、香河等十余个县市，同时随着京津、
京广等城际铁路的开通，三地其他产业的
合作也迎来了新机遇。

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及自然环境，3
年来北京共安排资金 5.94 亿元，与河北
省合作实施了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森林
保护、水资源环境治理和支持周边地区发
展等合作项目，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和
资源共享。

为便利河北的物资运输，天津积极发
挥港口资源优势，据统计，河北经天津港
进出口货物占全省进出口总量的近三分之
一，集装箱占全省总量的九成以上。

除了交通环境等方面的交流外，三地
产业相互融合日渐紧密，京冀方面有北汽
福田集团、首钢机电公司、首都供水高端
产品制造基地、海水淡化等合作项目生根

开花，成效喜人；津冀方面天铁集团、河
北长城汽车、英利集团、天士力集团等合
作项目已经步入正轨，且前景广阔。据不
完全统计，河北省仅环北京的 6 个城市引
进含在京央企在内的北京项目投资正在快
速增长，2010 年为 628 亿元，2012 年已
经 达 到 了 1616 亿 元 ， 年 均 增 速 超 过
50%，为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为了使京津冀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方决定成立京冀和津冀省市合作领导小
组，由双方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为领
导小组，建立长期的交往和会商机制，强
力推进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于与京、津合作，河北省委书记
周本顺表示：“相信经过三方的共同努
力，京津冀区域合作一定会结出更加丰
硕的成果。”

京 津 冀 区 域 合 作 再 提 速
本报记者 雷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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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为进一步
统筹津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天津市与
河北省将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建立工
作协调机制，合作编制涉及两地城市发
展的区域性规划，推进津冀城市建设融
合发展。双方将支持天津东丽区与河北
正定县、北戴河新区合作共建城乡统筹
发展示范区。

为了更好地推动天津和河北两地展
开 合 作 ， 双 方 协 商 建 立 合 作 协 调 机

制，成立津冀合作领导小组，每年召
开一次会议，研究合作中的重大战略
问题。天津和河北将协商成立津冀合
作协调小组，定期就合作问题进行研
究,共同商定如何推动落实。该协调小
组下设办公室，重要负责组织两省市
相关部门对口衔接，具体推动各项合
作任务的实施,并继续协商推进港口开
辟国际航线、共建无水港等具体合作
事项。

据悉，津冀双方将深化港口物流合
作，推进物流一体化进程，实现两地
企业物流信息与公共服务信息的有效
对接。双方将支持天津港集团与河北
港口企业在航线开辟、经营管理等方
面开展合作，实施“属地申报、口岸
验放”区域通关合作模式和检验检疫
直通放行业务模式，逐步扩大实施范
围 ， 争 取 跨 关 区 、 跨 检 区 口 岸 直 通
试点。

津 冀 成 立 协 调 领 导 小 组津 冀 成 立 协 调 领 导 小 组

北京、天津派代表团赴河北考察并分

别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京津冀一体化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3 地将在环境治

理、多个产业和领域内开展合作，值得关

注。但笔者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将是不久

后京冀和津冀省市合作领导小组的成立，

这一机构的规格和日后的具体运作，将对

区域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动力，并非单一的市场力量，而是由市

场力量和行政力量所形成的合力——市场

力量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而行政力量对市场机制的建立、市

场体系的健全、市场规则的完善和市场环

境的优化起建设性作用。

京津冀 3 地在气候条件、生态环境、

资源禀赋和市场要素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农产品水资源供应、地下水

和空气污染治理、产业转移和错位发展等

多个议题上，3 地的合作有着共同利益作

为基础。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优

势资源是在京津尤其是北京过于集中，而

京津周围甚至出现了贫困带。在过去的京

津冀区域合作过程中，市场力量和行政力

量互相牵扯，着力方向有较大差异，3 地

经济并未形成良性互补、均衡发展的局

面。因此，京津冀应当在区域一体化与协

调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在目前行政区划相

对稳定的情形下，破除行政壁垒较为可行

的方法是在 3 个行政单位之上，成立一个

有一定规格、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协

调机构与联席会议制度。京津冀一体化的

推进，可以设立运行省市合作领导小组作

为突破口。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长

三角地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已有的

多年运行经验，可资借鉴。

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区

域经济共同体，形成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自

然流动、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区域

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内各成员主体的

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破除行政壁垒，根

本上来说，是要推动市场要素在区域间实

现顺畅、有序、高效的流动，让市场在区

域资源配置中回归其本有作用。

破除壁垒

正当时
□ 喻 剑

5 月 26 日，在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岛，养殖户在渔船上

搬卸扇贝笼。眼下正值中国扇贝之乡山东省长岛县扇贝

收获季节。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初夏的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是花的世
界。漫山遍野的刺梨花争相怒放，花香随
着徐徐清风沁人心脾。

“这小小的刺梨花，承载了我们的小
康梦！”谷脚镇茶香村党支部书记熊家明
告诉记者，“进入盛产期的刺梨一亩一年
能增收近 5000元。”

据 了 解 ， 茶 香 村 目 前 已 发 展 刺 梨
3000 多亩。去年，仅出售刺梨鲜果一项
就收入 400 多万元，户均超过 2 万元。今
年初，该村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称号。

这个曾经的省级二类贫困村，因为刺
梨迈上了小康路。“以前村民住的都是土
墙房，现在超过八成的家庭住上了楼房，

有的还买了汽车。”村民朱绍发告诉记者。
刺梨为云贵高原所特有，又以贵州龙

里为主产区。其鲜果富含维生素 C，具有
极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发展刺梨产业经
济和生态效益可观。

自 2000 年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
龙里县以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程为载体，
大力发展种植刺梨，打造刺梨产业。目
前，龙里县种植刺梨面积达 6.5 万亩，年
产刺梨 1500 万公斤，刺梨种植收入超过
7000 万元，是贵州省乃至全国种植刺梨
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县。

去年，龙里刺梨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龙里县也被国家经济林协会命名
为“中国刺梨之乡”。

随着刺梨产量的迅速增长，刺梨的精
深加工也同步推进。近年来，龙里县相继
引进多家生产加工企业，开发出了果脯、
软糖、刺梨糕、刺梨汁和刺梨精粉等多种
深加工产品，拥有“茶香刺梨”和“谷脚
刺梨”2 个贵州著名商标，初步形成了集
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刺梨特
色产业发展格局。

刺梨产业的迅速发展还带动了其他产
业的发展。

按照无公害种植标准，龙里县发展林
下养殖，目前存栏绿壳蛋鸡约 13 万羽、
鹅 0.4万只、山羊 1.2万只，形成了立体化
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延伸了产业链，增
加了农民收入。

粉红的刺梨花还吸引了远近游客的目
光。“现在正值赏花观光的最好时期，游
客一天多过一天，忙都忙不过来。”记者
在茶香村村民晏启富家的“农家乐”看
到，数十位游客正在房前屋后赏花、拍
照。晏启富告诉记者，仅农家乐一项，年
收入就超过 10 万元。在茶香村，像这样
的农家乐已超过 10家。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刺梨产业，龙里县
去 年 编 制 了 《 刺 梨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2-2020 年）》。预计到 2020 年，该
县的刺梨种植面积将超过 20 万亩，建成
规模化、标准化和优质化的刺梨原料生产
基地，同时建成集刺梨系列产品研发、深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加工产业园区。

贵 州 龙 里 ：刺 梨 花 开“ 小 康 路 ”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通讯员 刘俊明

5月20日和22日，北京市与河北省、天津市与河北省分别签署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三地将在环境治

理、多个产业和领域内开展合作，同时将成立京冀和津冀省市合作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