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版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区域经济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 陈力、通
讯员罗朝云报道：15 年投入 100 亿
元，内蒙古不但改变了用电领域的城
乡二元结构，实现了用电同网同价，
而且将电网末梢延伸到偏僻的农村牧
区，预计 11 月底前可实现全区户户
通电。

10 月 31 日黄昏，天渐渐暗下来
了。杭锦旗 80 岁的牧民色楞拉开灯
绳，房间里顿时充满了光明，从没离
开过草原、也从没用过电的色楞惊呆
了，住在周边的牧民也纷纷赶来看热
闹，聊着各家各户用电之后的生活。
和色楞一样的牧民在杭锦旗有 3192
户，他们大多居住分散，生活贫困，
照明多年来一直靠煤油灯。截至目
前，杭锦旗无电户通电问题已经彻底
解决，这里的父老乡亲全部摆脱了用
电难的问题。

在鄂尔多斯，杭锦旗、鄂托克
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的大部分农
牧民居住偏僻、分散，交通严重不
便，近 1.5 万户农牧民一直靠自购小
型风力发电机解决基本照明用电，生
产生活水平提高受到严重制约。虽然
鄂尔多斯市从 2010 年开始，争取国
家和自治区风光互补通电工程专项投

资，解决了 5156 户、约 1.5 万农牧民
人口的通电问题，但仍有 8496 户农
牧民急需解决用电问题。

为此，内蒙古电力公司今年将户
户通电的目标主要确定在鄂尔多斯西
四旗。经过两个月的奋战，通过实施
网电和新能源风光互补工程，西四旗
各项建设工程已进入尾声，8496 户农
牧民、近 2 万无电人口将在 11 月底彻
底告别靠自购小型风力发电机等解决
照明的历史，点上了明亮的幸福灯。

据统计，为尽快解决困扰偏远地
区农牧民的用电问题，仅 2011 年至
2013年，内蒙古电力公司就建设改造
了 110 千伏变电站 77 座，线路 1839
公里；建设改造 35 千伏变电站 239
座，线路 3468 公里；建设改造 10 千
伏线路 28596 公里，新建新能源风光
互补装置 36884 套，解决了 43785 户
15万农牧民通电问题。

蒙东电网户户通电工程也进入尾
声。与此同时，农牧区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10 月 22 日，位于浑善达克沙地
深处的锡盟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奔红高
勒嘎查迎来了入冬以来首场降雪。这
一天对于常年居住在这里的 13户牧民

来说，是一个喜庆日子——今天要通
网电了！白旗电力公司施工队长梁铁
柱合上电闸的一瞬间，围在旁边的牧
民个个笑逐颜开。这只是内蒙古电力
公司农网升级改造项目之一。嘎查小
组长巴雅尔介绍，过去各家用的都是
100 瓦的风机，只能照明，现在通了
网电，电压稳定，也不怕停电了，明
年村里准备打一口深水井，把 13户牧
民组织起来，办个合作社，扩大种
植、养殖规模，搞育肥加工⋯⋯

自去年 5 月实施同网同价后，农
牧民用电负担大幅减轻。在乌兰察布
市化德县白音特拉新建村，村支书李
贤说，“自从电价降了后，村里 40 多
户人家购买了电动车，成本低、易操
作、下地方便。”当地供电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1年来，化德县农牧民生产生
活用电量合计为 459.59 万千瓦时，同
网同价为农牧民减负150多万元。

统计显示，实施同网同价，每年
可以为内蒙古农牧民减轻电费负担 10
亿元以上；同网同价后，电力公司也获
益匪浅。因为电网坚强，增强了供电可
靠性，增加了电力供应。2012年，内
蒙古所属的 38 个趸售旗县售电量达
150.3亿千瓦时，3年增长率达70%。

实施网电和新能源互补

内 蒙 古 农 牧 区 户 户 通 电

11 月 27 日，山东半岛 7 城市经济
合作部门的负责人齐聚青岛，参加了山
东半岛城市部门战略合作联盟成立大
会。由此，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潍
坊、东营、滨州等山东半岛 7 城市，开始
走上了抱团发展之路。

怎 样 抱 团 发 展 ？ 为 何 要 抱 团 发
展？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
探访。

大势所趋

“加强半岛城市间的区域合作，是
半岛各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
在需求。”青岛市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
主任王为达对记者说，“加强半岛城市
区域合作，有利于各自城市的转型升
级，还能避免产业类同，更可以形成区
域合力，提高半岛城市群在国内、国际
合作中的竞争力。”

基于这样的共识，早在 2012 年，青
岛与山东半岛其他 6 城市就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山东半岛城市
区域合作交流新格局。此次成立山东
半岛城市部门战略合作联盟，是落实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者了解到，联盟将致力于从决

策、协调、执行 3 个层面建立共同的发
展推进机制，在半岛城市群中建立起高
层领导互访和市长联席会议机制，定期
研究解决共同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要在半岛区域内，加快推进规划、基础
设施、区域开发、旅游会展、产业发展、
市场开拓、人才科研等方面的合作，推
动实现交通、旅游、科技文化、金融、教
育、生态环保、商贸流通、城乡发展 8 个
方面一体化的步伐；同时，要扩大与长
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的交流与合
作，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成为新型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一极。

联盟设立了秘书处，联盟秘书长由

7 城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每年轮值，负
责各个城市的推进协调。

“区域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山东省
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从宏观层面
对联盟进行了解读：“过去发展以行政
区为主，现在已经到了以经济区为主的
时代，各城市合力所形成的区域竞争能
力，成为凝聚生产要素的主导力量。当
然，怎样破除各自城市利益的藩篱，将
是区域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联
盟要重点解决的课题。”

任重道远

此前，山东半岛各城市已经在各个
领域进行过多项合作，并且在产业协
作、文化旅游、科技教育、生态环保和交
通等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效。

譬如在产业协作方面，山东半岛城
市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互有工业

项目在对方城市落户。2012 年，青岛
有 302 个项目来自山东半岛城市，总投
资额达 523 亿元。青岛也有数百亿的
项目落户山东半岛其他城市。

山东半岛区域旅游的合作成效最
大。据悉，青岛、潍坊、烟台、威海、日
照、东营分别签订了《山 东 半 岛 城 市
群旅游合作协议》，面向国内外客源
市场开发了“一程多站式”旅游线路，
推出了“黄金海岸线”精品旅游线路、
鲁中风情逍遥游、齐鲁民俗体验之旅
等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山东旅游的主
打 产 品 。 他 们 还 联 手 开 展 了 旅 游 营
销 活 动 ，加 强 重 点 市 场 促 销 活 动 ，
2012 年 青 岛 、烟 台 还 与 韩 国 举 办 了
中韩城市帆船旅游推介活动。这些打
破地域界线的合作，促进了 6 地旅游
经济的发展。

当然，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力度和广
度并不平衡。青岛市与日照市的合作，
无论力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走在前面：港
口合作，日照港与青岛港联合开发了集
装箱业务合作；空港合作，青岛机场启
动了日照异地候机楼，日照乘机出行的
旅客可直接在当地办理乘机手续；民生
方面，青岛的“琴岛通”卡与日照的“日
照通”卡实现了互通，两地市民都可以
用自己城市的卡在对方城市乘坐公交
车和出租车；环保方面，两市合作在边
界区域建设了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连
续自动监测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青 岛 与 日 照 的 区 域 合 作 走 在 前
面，得益于双方城市高层领导对合作
的重视。各城市高层领导的重视，也
正是山东半岛区域合作能否走好、走
快的关键。

王为达认为，关键是找到几个突破
口，实现区域合作在重大领域的突破。

“金融一体化将是我们下一步考虑的重
点，外地这方面已经有成熟的经验，我
们近期将组织考察学习，争取在这方面
有所突破。”

联盟的成立，只能算是迈出了第
一步。山东半岛城市群要真正实现其
描绘的“八个一体化”愿景，仍然任重
道远。

山东半岛城市部门战略合作联盟成立

7 城 市“ 抱 团 ”发 展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报上海 11 月 27 日电 记者李

治国报道：今天从由移动游戏发展联
盟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三 届 中 国 移 动 游 戏 大 会 上 获 悉 ，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成功争创成为上海
市首批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以来，上
海宝山已集聚了移动互联网相关企业
300多户，成为上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最快区域。

目前移动互联网产业已成为发展
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上
海宝山区及时抓住这一产业趋势，全
力推进互联网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

是在重点聚焦发展的移动游戏领域，
目前已集聚了人人游戏、愤怒的小鸟
等大批知名游戏企业。此外，宝山正
在积极打造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
的上海移动游戏产业基地，目前一期
已建成使用，并引入了国内首个电子
竞技类永久性场所——上海电子竞技
中心，以及谷雨网络、光明云媒、龙会
洲等一批优秀游戏企业。

宝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宝山今
后将以建设成为国家级移动互联网产
业基地为目标，继续支持移动互联网
产业发展，目前已经制定了针对移动

互联网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从人才
引进、科技创新、租房补贴、税收优惠、
创业融资、孵化加速等方面给予基地
入驻企业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宝山
将围绕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能级提升
的目标，完成“智慧宝山”顶层规划研
究和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设计、提升通
信和网络服务能级和深化“市民百事
通”为民服务信息平台应用，加快区域
城市社会管理联动信息平台建设；并
着眼于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成一
批惠及民生、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改
善区域发展环境的重点信息化项目。

一年 300多家互联网企业落户

上海宝山定位移动互联网基地

本报讯 日前，中国营养学会、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等联合
举办中国（诏安）硒资源开发利用研讨会，中国营养学会授予福建省诏
安县“中国海峡硒都”称号。

据悉，诏安县三大富硒生态产业园区已基本成形，分别位于官陂公
田村、秀篆镇隔背村和霞葛镇。截至目前，诏安全县发展富硒八仙茶种
植 37220 亩，年产量 5670 吨，年产值 37989 万元；发展富硒青梅种植
125431 亩，年产量 6 万吨，年产值达 2 亿元以上。据悉，诏安正在编制

《中国海峡硒都（福建诏安）高硒区发展规划》，从打造区域产业形象、制
定行业标准等方面推进建设“中国海峡硒都”。 （殷陆君 黄长秋）

本报讯 河北赤城县以保护供京水源为己任，大力调整农业结构、
狠抓节水工程建设，推动高效节水农业快速发展。目前，全县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 15.5万亩。

赤城着力推广“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业+中药材产业”主体生产模式，大
力压减高耗水、低效益作物，扶持发展壮大以设施种植为主的蔬菜产业，以
杏扁、金红苹果等为主的特色林果产业和以黄芩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今年，
全县1.2万亩设施蔬菜全部实现了膜下滴灌，新增杏扁嫁接2万亩，全县特
色林果产业达到12.5万亩；新增中药材种植2万亩。 （刘建志 庞树辉）

涵养入京水源

河 北 赤 城 推 广 高 效 节 水 农 业

企业通过加入海关微信群，可以随时浏览通关无纸化、“两单一审”等最

新政策，还能实时互动交流通关难题。这是威海海关服务企业的新举措。

近年来，威海出口加工区发展迅猛，年报关单量已突破8万票，年进出口货物

总值超11亿美元。 本报记者 单保江 通讯员 朱 鹤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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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海峡硒都”

福 建 诏 安 发 展 富 硒 产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