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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深入实施，地处珠江口东岸的广东
省深圳、东莞、惠州三市不断加快推进

“深莞惠经济圈”建设。8 月 7日，三市共
同制定 《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并签署了 《深圳市
东莞市惠州市共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合作协
议》、《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应急管理区域
合作协议》、《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大气污
染防治合作协议》 等协议。三市将在加快

“同城化”步伐的同时，聚力将“深莞惠
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
群之一。

交通先行“同城一家”

深圳、东莞和惠州山水相连，民风相
近，曾都归属于老惠阳地区。后来由于经
济社会发展，行政架构随之变迁，最终导
致三地行政意义上的分离。随着 《珠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致
力共建“深莞惠经济圈”的三地欲再次组
建成“一家人”。

深莞惠要想“同城一家”，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一体化须先行。为此，自 2009
年以来，深莞惠三地全力推进基础设施一
体化建设。在深圳，新建或改扩建的 8 条
对接高速公路、6 条对接城市主干道顺利
推进，6 个收费站全部取消，36 项边界路
网对接项目全部启动，6 条跨市公交线路
投入运营，出租车实现异地无障碍运输；
在东莞，穗莞深城市轨道东莞段完成投资
48.9亿元，东莞市内轨道交通与深惠两市
的站点衔接已形成初步方案。在惠州，惠
州与深圳、东莞 43 个对接交通项目已完
成 25 个，惠深沿海高速、仁深高速博深
段等建成通车，新增里程 209.9 公里；打
通了与深莞交界的 11 条连接路，并撤销
了所有普通公路收费站；开通了 11 条跨
市公交班线，实现了出租车互通经营。

在此基础上，《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
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提出，将进
一步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建设
深莞惠“一小时”现代都市经济圈和优质
生活圈。“一小时”经济圈和生活圈主要
通过构建“三纵四横”综合运输通道来实
现，其中“三纵”为广深通道、莞深东通
道、惠深通道，“四横”为广惠通道、广
惠北通道、广惠南通道、深惠沿海通道。

规划还提出，三市未来将推进公共交
通互联互通，完善区域快速客运设施，实
施城市组团交通畅通工程，新建或改造一
批公交首末站、停靠点和枢纽站。同时，
推动三市公路客运公交化，增强城际快巴
客运线路和运力，完善常规交通与城际轨
道的无缝接驳，打造以地铁、城市公交、
出租车、农村客运班线为一体的区域城乡
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并加快推进三市公交
IC卡互联互通。

随着三市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
逐步实现，深莞惠将形成“一座城”。规
划明确，这座城的空间布局将是“两横两
纵多中心”，即沿海、莞惠两条横向发展
轴带，深莞、深惠两条纵向发展轴带，深
圳中心城区、东莞中心城区、惠州中心城
区等区域性中心和龙岗中心、龙华中心、
光明新城中心、坪山新城中心、盐田中

心、虎门—厚街、松山湖—生态园、惠东
县城、博罗县城等 11个地方性中心。

合作共建产业基地

除了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区域内产
业分工协作更加合理有序也是深莞惠“同
城化”的重要内容。深莞惠逐步“同城”
为“一座城”后，要想成为一个具备较强
竞争力的城市群体，还必须要有强大的产
业支撑。

根据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深莞惠要大力推进国际化，打造
先进制造业、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和石化产业基地。为此，近年来，
三市大力加强产业合作、促进产业协同发
展，在为区域“三而为一”提供推动引擎
的同时，也为未来的“一座城”培育经济
支柱。

事实上，深莞惠三市虽都地处珠江口
东岸，但三市产业结构差异大、产业合作
互补性强——深圳创新能力较强，有良好
的创新平台，具备特区优势；东莞产业基
础扎实，有完善的配套基础，具备国际制
造业基地优势；惠州拥有珠三角四分之一
的土地面积和丰富的水资源、石化资源，
具备资源优势。这无疑为三市共谋产业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三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
向纵深拓展，制造业跨区域布局更加完
善。华为等 IT 龙头企业在东莞松山湖设

立了研发生产基地，比亚迪惠州锂离子车
用动力电池等项目建成投产，深惠两市合
建了服装生产加工及物流仓储园区，惠州
TCL 集团与深圳深超科技共建华星光电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深圳企业在产能扩
张时优先选择了东莞，深圳、东莞的优质
产业优先向惠州转移，三地在产业项目方
面的合作越来越深入。

据 《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共建汽车零
部件产业合作协议》，三市未来还将以汽
车整车项目为依托，共同打造各类互动合
作平台，建立深莞惠汽车零部件产业联
盟，组织在关键技术研发、材料、装备及
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开展产业链配套协作，
着力构建深莞惠三市紧密相连的现代汽车
产业体系。

《深 莞 惠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三市今后
将着力培育坪山—惠阳 （秀山） 经济合作
区、深惠环大亚湾滨海旅游休闲带、深莞
交椅湾合作区、东莞 （惠州） 产业转移工
业园和东莞—惠东 （凤岗） 产业转移工业
园五个重点合作区，为深莞惠“一座城”
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制药、
先进制造、休闲旅游、金融贸易、空港物
流、文化创意、滨水旅游、商务服务等产
业，将深莞惠“一座城”建成全球重要现
代产业基地。

珠江口东岸城市群聚合国际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今年上半年，在辽宁省政府通报的 16
项经济发展指标中，阜新市有 8 项指标增
幅排在全省前三位，成为全省发展速度最
快的地区之一。这个成绩的取得，对阜新
来说实属不易。

阜新是新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要能
源城市，60 多年来累计生产原煤 7 亿多
吨，发电 2000 多亿千瓦时。然而，从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煤炭产业逐
渐衰退，接续替代产业缺失的阜新，面临

“矿竭城衰”之危。2001 年，阜新市被确
定为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市。近年来，阜新紧紧抓住转型试点市、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融入沈阳经济区
和“突破辽西北”等历史机遇，奋力攻
坚，转型振兴，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连续位居辽宁前列，接
续替代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可持续发展能
力增强，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均得到

有效解决。
解决“煤电独大”、发展多元化产业

结构是阜新经济转型的核心。该市从建设
全国重要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等
三大基地入手，逐步形成了煤化工、液
压、氟化工、皮革、板材家居、铸造、农
产品加工、新型材料、新能源、玛瑙十大
产业集群，煤电在全市工业经济的比重由
转型初期的 53％下降到 23％，接续产业
逐渐上升为主导力量。

在阜新十大产业集群中，煤化工产业

集群围绕煤制天然气及其副产品深加工，
规划了煤制天然气精细化工等 8 个产业
链，辽宁投资额最大的单体项目大唐煤制
天然气一期第一系列 13 亿立方米项目将
在年内投产。未来，煤制天然气主副产品
加工产生的收入和效益将超过项目本身，
建成全国煤化工示范基地。液压产业集群
迅猛发展，生产汽车动力转向泵等 6 大类
主导产品，目前有规模以上企业 141 户。
氟化工产业集群以含氟精细化学品产业为
特色，以做大无机、做强有机、最终向制

药方向发展为目标。目前，十大产业集群
所在产业基地规划面积 185.42 平方公里，
入驻企业 1058 户。据了解，到 2015 年，
十大产业集群总销售收入力争超过 2000
亿元。

阜新市注重打基础、利长远，切实从
体制机制入手，做好十大产业集群发展工
作。在管理体制上，健全十大产业集群和
玉龙、沈彰、温泉新城建设管理体系。在
发展规划上，坚持规划优先，不断优化城
市建设空间和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在政策
制定上，出台了鼓励招商引资、企业整体
搬迁等政策措施，制定了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等实施意见。在重大项目上，完善了重
大项目领导包保机制和工作调度机制，坚
持宏观上定期汇总分析情况，微观上深入
一线解决问题。在软环境建设上，把 20
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区，取消和调整
了 53项行政审批项目。

煤电占工业经济比重由转型初期 53%下降到 23％

辽宁阜新十大接续产业已成新支柱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陈万久

“ 合 三 为 一 ” 合 而 有 为
尚 青

统计数据显示，《珠三角规划纲要》

提出深莞惠“一体化”发展以来，深莞惠

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8 年的 12794 亿元增长

到了 2012 年的 20328 亿元。而日前发布的

《 深 莞 惠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2010-2020 年）》 提出，到 2015 年，深

莞惠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 2.4万亿元。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

时 代 潮 流 ， 深 莞 惠 此 时 设 立 “ 合 三 为

一”目标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是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将是更

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合”。相信深莞惠

的顺势之“合”将更有作为，一个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将从珠江口东岸快

速崛起。

建项目集聚平台

张家口下花园矿区变身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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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暑运期间，沈阳、铁岭
之间加开了 5 对沈铁城际动车组列车，使两地居民感受
到全天穿行 45 列动车组列车、每小时至少有一班的快
捷。沈阳、铁岭间的迅速到达，节省了两地居民的往来
时间，更全面提高了两城市间的发展效率，有力地推动
沈铁两城朝同城化发展。

铁岭西站站长陈平说：“哈大高铁刚开通时，在铁
岭西站停靠的列车共有 28 列。随着客流不断增加，暑
期和节假日又增加了 7 列临客。现在，沈铁之间又增加
了 5 对动车组列车。目前在铁岭西站停靠的列车达到了
45列。”

同城化步伐加快

沈 阳 铁 岭 加 开 城 际 列 车

本报讯 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充分利用矿区闲置
资源，将矿山废弃地转换成工业建设用地,搭建经济转
型平台，为项目集聚创造条件。

下花园煤矿由于长期开采造成煤炭资源枯竭，矿区
到处是废矿坑、采矿松散废土和各类废渣，地表塌陷形
成大面积采煤沉陷区，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严重，成为
废弃矿区。下花园区于 2009 年规划建设了面积 17.6 平
方公里的玉带山产业园区，相继完善了道路、供电、供
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总投资 3.1 亿元、治
理面积 34.5 平方公里的矿山环境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目前，园区初步形成以新能源、电力成套设备、节能环
保设备生产为转型目标的产业格局。 （院玉顺）

本报讯 记者赵妍报道：以“美丽盘锦——中国最
美湿地”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盘锦国际湿地旅游周将
于 9月 13日在辽宁盘锦举行。

据悉，本届旅游周活动本着“节俭、精彩、浪漫、
成功”的原则，以“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为重点，全
面展示盘锦“国际旅游胜地”的城市魅力。旅游周期间
将举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穿越湿地”自行车
骑行活动、以“向海发展、全面转型、以港强市”为主
题的招商引资活动和“走进中国最美湿地”旅游活动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全面展现湿地迷人的
景致。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为促进陕西动漫产业发
展，日前，陕西首届原创手机动漫大赛正式启动。大赛
以“传递正能量、放飞中国梦”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
手机动画、手机漫画、动漫创意产品等类型的作品，投
稿时间从即日起至今年 12月 31日结束。

本次大赛旨在推进产学研用创新机制，挖掘手机动
漫产业创新方向，大力培育潜力新星，扶持大学生就业
创业。参赛者须围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新时代下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展开创作。作品表现形
式以动画、漫画为主，立足手机媒体，结合移动互联网
产业呈现全新的媒体形态和艺术的表现形式。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陕西启动原创手机动漫大赛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陕西启动原创手机动漫大赛

哈 密 瓜 京 城“ 送 ”甜 蜜

8 月 28 日，游客在哈密瓜推介活动上选购品尝哈

密瓜。哈密地区日前在北京举行新疆·哈密精品哈密

瓜品牌战略新闻推介会，今年将有 4 个品种、总计约

1000 吨正宗哈密瓜供应北京市场。

本报记者 赵 晶 马呈忠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讯 记者张伟报道：贵阳市政
府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今天宣布，双方将展开
全面区域合作。

贵阳市和中关村分别作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
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遵循“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宗旨，按照“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平等
协商、积极对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突出特色、创
新跨越”的原则，相互借鉴发展理念，共同探索完善政
策体系，在支持建设科技园、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学
研用合作、加强科技金融合作、建立交流合作机制等方
面推进合作。

优势互补谋共赢

贵阳与北京中关村创新合作

点 评

日前，深圳、东莞、惠州三市共同制定《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并签署一系

列合作协议，加快同城化步伐——

无论是加快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
设，还是共建全球重要现代产业基地，深
莞惠的共同愿景都只有一个，那就是 《深
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 所提出的，合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

为早日实现“城市群梦”，深莞惠三
市近期将共同推进 13 项重点工作。在环保
联防联治方面，深惠将共同推进丁山河整
治工作、研究启动龙淡河大松山至沙田断
面瓶颈段综合整治工程及插花地段左岸整
治工程，莞惠将联动开展谢岗涌及其支流
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三市将建立非法畜禽
养殖业清理长效机制，加强非法畜禽养殖
业清理执法监管。

区域交通对接方面，东莞东部快速
路将继续东延，莞惠两市将开展东莞东
部快速路继续东延的前期研究工作。三
市相关部门还将共同研究推进轨道交通
规划衔接方案，切实做好三市轨道网络
规划建设。

三市共同推进的工作事项还包括共同
建立社会组织合作机制；加快推进深莞惠
旅游资源合作开发；建立深莞惠三市边界
土地利用和权属争议协调机制；构建区域
人才统一的服务体系，实现人才服务的对
接和转移；建立区域内标准的协调体制和
统一的标准信息检索平台工作；建立联合

“打假”应急执法机制。
根据 《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 确定的发展目标，到
2015 年，深莞惠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资
源配置优化整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区
域内产业分工协作更加有序合理，区域基
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
济社会生活同城化稳步推进，区域研发经
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以上。

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