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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泛珠三角
交通广播区域协作网日前在广州成立，广
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
川、云南、贵州等泛珠三角 9 省区从今年
8 月起，可互播共享跨省航运、铁路、高
速路交通信息，以及灾害性天气和重大突
发性事件时的泛珠三角区域交通信息。

据介绍，协作网覆盖泛珠三角地区 9
省区的交通广播及广东省内 15 个地级市
的交通频率。除联播交通信息外，协作网
还将在每月月底把泛珠三角地区相关部门
负责人请到直播室，接受车主和受众的咨
询和投诉。未来，协作网还将开发协助出
行的手机软件，为用户提供路况、铁路和
航班信息，乃至车辆业务办理、车辆保
险、救援等信息。

建立交通广播区域协作网只是泛珠三

角 9 省区加快区域交通一体化的一个缩
影。据今年 6 月中旬召开的第九届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跨界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专题磋商会，为加快泛珠区域交通一
体化进程，泛珠三角 9 省区今后将着力在
公路、铁路和水运的规划与建设上加强沟
通合作。9 省区共同提出，将加快杭 （杭
州） 瑞 （瑞丽） 高速、厦 （厦门） 蓉 （成
都） 高速、银川至百色高速贵阳—罗甸—

百色段等高速公路通道项目，统筹通道建
设标准和建设时序，完善泛珠区域公路交
通运输网络。同时，共同推进区域铁路发
展和跨省区铁路建设，加快国家规划的沪
昆、贵广、赣龙铁路扩能工程等干线铁路
建设，力争沪昆贵阳以东段、贵广铁路及
杭长客运、赣韶铁路在 2014 年底建成通
车。9 省区还将在水运发展方面加强沟
通，按照通航条件加快区域航道的规划和

治理，推动区域水道畅通。据悉，9 省区
已明确，将共同推动红水河、赤水河、都
柳江等跨界河流的综合治理，以进一步促
进泛珠区域水运交通发展。

作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发起人，广
东积极争当促进泛珠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
的“急先锋”。广东省计划至 2015 年底，
广东与陆路相邻省区将各开通 3 条以上高
速公路省际通道，至 2017 年底，将各开
通 4条以上高速公路省际通道。

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表示，“加快泛
珠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有利于提高交通
运输效率，促进 9 省区之间要素的快速流
动；有利于改善交通区域条件，缩短时
空距离，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有利于全
面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相互经济社会发
展。”

成立交通广播区域协作网

泛珠三角 9 省区交通一体化提速

实施租金补助

温州出台政策支持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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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出台政策支持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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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截至 8 月初，青海光伏
并网发电量达到 12.74 亿千瓦时。“光伏产业已成为青
海蓬勃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青海省能源局局长于
小明表示。

近年来，青海按照“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集群化
发展、园区化承载”的光伏产业发展思路，集中连片开发、
分期建设，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
境吸引了国内众多新能源企业，产业发展集聚程度不断
提高。目前，在青海电网并网运行的光伏电站达 78 家，
全省并网光伏发电总容量 188.8 万千瓦。今年上半年，
包括国内首座 1 万千瓦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在内，全省
共有 30个项目、68万千瓦光伏发电容量并入国家电网。

集中连片开发

青海光伏发电量逾12亿千瓦时

集中连片开发

青海光伏发电量逾12亿千瓦时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
（2013 年）》 日前正式颁布实施。新标准中，企业、行
业协会等首次拥有人才自主认定权，人才认定的范围覆
盖至各个行业领域，人才评价“以用为本”，并首次提
出“创业人才”的概念。

新的人才认定标准共新增条目 32 条，修改 17 条，
修订 49 条。新标准呈现以下亮点：一是引入企业、行
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评价，赋予企业“人才自
主认定权”；二是人才认定的范围覆盖至各个行业领
域；三是人才评价突出“正受聘”的人才使用原则，充
分体现人才评价“以用为本”；四是“创业人才”首次
进入人才标准。

人才评价“以用为本”

深圳颁布人才认定新标准

本报讯 记者张伟报道：由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组委会主办，宁夏中宁县承办的 2013 中国枸杞论
坛，将于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银川市和中宁县举办。届
时，将通过中国枸杞论坛、中国枸杞产业博览会等活
动，充分展示枸杞文化魅力，彰显中宁枸杞品牌优势，
加强与海外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拓展中宁枸杞销售市场，打造国家向西开放的新平台。

中宁县是中国枸杞的核心示范区，也是世界枸杞的
发源地。目前全县枸杞种植面积达到 20 万亩，分别占
全区和全国枸杞种植面积的 36%和 23%，已成为全国枸
杞产业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核心区域，年交易枸杞干
果及系列产品 37万吨以上，交易额达到 76亿元。

构筑向西开放平台

宁 夏 将 举 办 中 国 枸 杞 论 坛

今年是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十周年。8 月 17 日，黑吉辽内
蒙古四省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召开，四省
区围绕“立足新十年，实现区域合作新突
破，开创全面振兴新局面”的主题，总结
了 4 年来交流合作的成功经验，研究探讨
了未来十年深化合作的思路举措，签署了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与东北三省西部合
作》、《东北四省区沿边开放合作》、《东北
四省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合作》 三个协
议，并就东北四省区间跨境交通和能源通
道建设等问题进行协商座谈。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大发展日趋紧密

区域间产业的分工和合作是东北四省
区十年合作的基础，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有
很强的共性，也有很强的互补性。近些
年，围绕能源开发，东北四省区交流合作
日益紧密，尤其在煤、气、化产业联动方
面，内蒙古为东三省配置了相应的煤炭资
源，并建设了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保证了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东北三省也将产
业链条延伸至内蒙古，将其作为产业发展
的配套基地。

东北四省区是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根据签署的 《东北四省区农
牧业产业化经营合作协议》，四省区将推
动食品、畜产、林产、种业等领域的知名
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和省级以上重点农牧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通过园区与
园区之间、基地与基地之间的要素配置，
开展合作共建，提升现代化、集群化、规
模化发展水平。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四省区还将推动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
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跨地区、跨省际合
作，建立农牧业产业化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推动农牧业产业化一体化发展，实现
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竞争力。

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大网络呼之欲出

破解“联而不通、通而不畅”，合力
推进通道建设，推进重点跨境交通和能源
通道项目建设是未来东北四省区合作发展
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东北四省区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

2012 年底，纵贯东北的哈大客运专
线通车，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人员往
来，也加快了东北大交通格局的形成。目
前，东北四省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无
缝对接，多式联运。今年，四省区将重点
协商推动白阿线 （白城—阿尔山） 扩能改
造工程、长春至西巴彦花铁路项目等铁路
通道，长深高速公路金宝屯—康平段、扎
兰屯—齐齐哈尔一级公路等公路通道，朝
阳至赤峰天然气长输管道工程、通榆至梨
树 500 千伏输电线路项目等能源通道项目
建设，进一步完善四省区通道网络。

密集交织的空中电网、纵横交错的铁
路大动脉，不断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缓
解了四省区合作发展的瓶颈制约，为东北
大交通网络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携手联袂互动合作——
大旅游风生水起

2012 年 8 月，东北四省区签署 《东北
地区旅游与航空互动发展合作协议》，四
省区联合开展旅游促销活动，共同宣传别
具北方特色的大森林、大湿地、大草原、

大湖泊、大冰雪等大东北特色旅游资源和
产品线路，提高了游客对大东北旅游的关
注，扩大了中国东北特色旅游品牌的知名
度。四省区整合旅游资源，突出区域特
色，共同打造草原湿地游、东北亚风情
游、大美长白山游等精品路线，提升了

“大东北旅游”的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
从 2012 年至今，四省区相继开通了呼和
浩特—哈尔滨—海拉尔、呼和浩特—通辽
—大连等 10 多条旅游航线，形成了东北
地区便捷的航空交通网络，建立起更广泛
的连接东北地区和重点客源地之间的空中
通道，提升了东北四省区旅游合作水平。

合力搭建对俄经贸平台——
大开放格局初现

东北四省区陆地边境线长达 8676 公
里，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和
核心区域。充分发挥东北四省区各自地
缘、产业、通道等方面优势，建立经贸、
口岸、物流、会展、市场流通等方面合作
的长效机制，加快培育东北地区面向周边
国家合作开放的重点区域，优化沿边开放

空间布局，对打造我国沿边开放的重要桥
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提升东北
地区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2012 年，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举
办了哈洽会、第六届东北亚发展论坛等活
动，四省区参展企业、俄罗斯参会外宾人
数、签订的合作项目以及合同金额均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四省区围绕经贸园
区做大文章，黑龙江省在俄推动建设了 15
个境外园区，总投资 41.8 亿美元，累计入
园企业 68 家；吉林省在俄设立境外企业
86 家 ， 中 方 协 议 投 资 额 累 计 6.76 亿 美
元；辽宁省在俄投资建设了木业加工园
区、汽车交易市场、瓶装水基地等项目，
内蒙古在俄投资企业达 63 家，中方协议
投资额超过 5亿元。

根据此次签署的 《东北四省区沿边开
放合作框架协议》，四省区将在口岸、公
路、铁路、出海通道等建设方面统筹规
划，同步实施，并按口岸特点，合理分
工，优势互补，共建东北电子口岸平台，
并以重点物流企业为依托建设若干个物流
信息港，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建设
覆盖四省区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8月17日，黑吉辽内蒙古4省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并就东北4省区间跨境交通和

能源通道建设等问题充分协商——

东 北 4 省 区 合 作 开 新 局
本报记者 乔雪峰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日前，天津市电力公司
开始向 33 平方公里市区核心区推进配电网建设改造与
提升，预计到 2015 年，天津将全面建成智能配电网，
实现市区配电自动化全覆盖。

据了解，此次改造内容主要是对区域内不能满足
自动化要求的设备进行改造，线路中所有配电站点内
开关实现遥控、遥测、遥信 100%覆盖。根据计划，
今年天津将完成市区核心区 33 平方公里和滨海核心
区 8 平方公里区域智能配电网。到 2014 年底，天津
市区 97 平方公里全面建成智能配电网，2015 年完成
市区智能配电网建设改造，实现集成型配电自动化全
覆盖。

预计2015年建成

天津推进智能配电网建设

8 月 18 日 18 时 10 分，2013 年甘肃首趟赴疆采棉工专

列——L107 次列车由兰州火车站开行，来自甘肃天水、

定西、临夏等地的 1600 余名采棉工乘坐专列奔赴新疆务

工。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甘肃今年首趟“采棉专列”赴疆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温州市政府近日召开会
议，原则通过 《温州市促进网络经济发展扶持办法 （试
行）》，强化系列政策支持电商产业发展。

根据这个 《办法》，对租赁办公场地的网络经济小
微企业，温州将专门出台租金补助政策。对在温注册纳
税的网络经济成长型企业的新增实缴纳税款地方留成部
分，实行“三免两减半”的奖励。与此同时，温州鼓励
实业主体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扶持金融电子商务企
业；鼓励网络经济企业向园区集聚；对利用闲置工业厂
房从事网络经济经营活动的，实行土地收益金和土地出
让金的优惠；加大对网络经济集聚区财税优惠扶持
力度。

□ 加快高速公路通道项目建设，完善区域公路交通运输网络

□ 推进区域铁路发展和跨省区铁路建设，加快干线铁路建设

□ 推动跨界河流综合治理，促进泛珠区域水运交通发展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信丰朝阳聚声泰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
29 条流水生产线上，工人们进行着注塑、
贴膜、检测、打包等操作，忙而有序。

与这火热生产场景相互印证的是一串
飘红的数字：2012 年信丰县电子信息企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9.5 亿元；今年上半
年 ， 电 子 龙 头 企 业 可 立 克 实 现 产 值 2.5
亿，同比增长 35.5%，朝阳聚声泰产值达
1.1 亿元，同比增长 280.5%，信丰金利达
电子出口创汇 225 万美元，比去年全年出
口创汇增加一倍⋯⋯

信丰县依托江西唯一的省级电子器件
产业基地平台，按照“体现特色、错位发
展”的思路，加速与深圳、东莞、广州、

惠州“电子信息业走廊”等的无缝对接，
力促电子信息产业提档升级，努力将电子
信息产业打造成产值超百亿元产业，力争
把信丰打造成全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
先行区。

近年来，信丰不断拓展产业发展平
台，积极承接长珠闽、珠三角等沿海发达
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2011 年被认定
为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今年 4 月，
工信部明确提出支持信丰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创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信丰突
出招引产业上下游配套的“增链”、“壮
链”、“补链”项目，组织专业队深入产业
转移核心城市进行招商。

目前，信丰现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 73

个，其中已投产企业 44 家，在建项目 16
个，拟开工建设项目 13 个。信丰县电子
信息产业基地已初步形成了从覆铜板、线
路板、电子元器件到光电、家电终端产品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集群效应已初
步显现。

虽然信丰县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已初步
形成了元器件、家电、线路板、家电 4 大
产业，但除捷威科技、永兴电子等少数几
家企业生产终端产品外，大部分企业仅能
生产扬声器、连接线、线路板、变压器等
低端电子元器件，而且同构现象较为严
重，链条衔接得不够紧密。为此，信丰县
加大引入世界 500 强、国内 200 强的知名
电子企业力度，以期达到“引进一个，带

进一串”的良好效果。目前，在信丰县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科之光集团已完成征地
468 亩，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20 亿元以
上；线路板集控区 13 个线路板项目已全
部放线，今年内可全部开工建设，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产值 40亿元以上⋯⋯

目前，信丰县正着力把握沿海发达地
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根据现有产业基础，
围绕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引进了一
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拉长了产业链条，促
进了产业集聚发展。如可立克、福昌发、
恒升等电子企业分别为园区龙头企业配套
生产电子变压器、电子包装、线路板、电
子塑胶等产品，天科企业则为可立克配套
生产磁性材料等产品。 （王寨华）

抢抓产业转移机遇 确立特色发展思路

江西信丰集聚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