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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

“换挡期”积蓄后发动力
本报记者 雷汉发

每到周五，分布在辽宁阜新一些住
宅小区附近的50多个便民售菜亭都会推
出特价菜，出售的蔬菜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种出来的，市民
吃得也放心。这些让市民受益的鲜活农
产品销售网点在全省已近3900个。

2011 年起，为破解农民“卖贱”、
市民“买贵”的难题，保证农产品安
全，辽宁省供销合作社开始在沈阳、阜
新、盘锦、葫芦岛试点推进鲜活农产品
流通体系建设，通过加强鲜活农产品生

产源头、配送体系和销售网络终端建
设，以“直采直销”经营模式为载体，
实现了“菜园子”与“菜篮子”的对接。

在这一过程中，盘锦市供销社依托
金社裕农集团，通过确定生产基地，供
应种苗、化肥，订单管理等一整套办
法，向农民直接采购鲜活农产品，再直
接销售给学校、机关等企事业单位，省
去了诸多中间环节。而经营便民售菜亭
的阜新市胜雪农业有限公司，则采取与
农民合作社签订无公害蔬菜订单收购合

同的方式，签约合作农户 2000 多家，
直接组织农民种蔬菜，同时向其无偿提
供种苗和全过程技术指导。

此 外 ， 沈 阳 、 锦 州 、 铁 岭 、 朝
阳、葫芦岛等市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
建设也都上升为民生工程全面推进。
截至今年 7 月底，全省供销社系统共建
立各类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270 个，发
展拥有农产品配送功能的经营企业 118
家，兴办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170 个。鲜
活农产品“直采直销”已经形成一定

规模，品牌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
在惠及市民的同时，广大农民同

样 是 鲜 活 农 产 品 流 通 体 系 的 受 益
者 。 金 社 裕 农 集 团 在 收 购 农 民 合 作
社 的 稻 子 时 与 农 户 约 定 ： 农 户 可 以
先 不 谈 价 格 ， 等 认 为 达 到 市 场 最 高
价 时 再 到 企 业 按 最 高 价 领 取 卖 粮
款 。 胜 雪 公 司 收 购 签 约 农 户 蔬 菜 ，
市 场 价 低 时 实 行 最 低 保 护 价 ， 市 场
价 高 时 随 行 就 市 ， 以 此 维 护 农 户 的
应得利益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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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化培训基地上海挂牌

7 月 30 日，江西省崇仁县缘凤麻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

兵忠正在给麻鸡喂食。目前，崇仁县从事麻鸡产业人数过 3

万人，有 3 家省级龙头企业，预计今年出笼麻鸡 6600 万羽，

实现产值 8.53 亿元。 陈胜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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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宁 城 市 发 展 投 洽 会 开 幕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2014 西
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日前开幕，以“美
丽夏都、生活之城”为主题的城洽会与房
博会、车博展、夏都小吃节等合并举行。

城洽会为期 5 天，将推介城市建设
及商贸类、文化旅游类、基础设施类、产
业 发 展 类 等 项 目 148 个 ，总 投 资 额
2000 多 亿 元 。 期 间 安 排 重 点 项 目 座
谈、中小企业与创业园区项目现场对
接、旅游推介、地方名特小吃美食品鉴
等 56 项活动。

第五届中俄文化大集举办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7 月 27
日至 31 日，由我国文化部、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和俄罗斯文化部、阿穆尔州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第 五 届 中 俄 文 化 大
集，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我
国黑河市举办。

本届文化大集设高层交流、展览展
销、文艺演出、民众文化、体育文化和文
化旅游等 6 大板块，开展 40 项文化商贸
交流活动。

今年第一季度，河北省统计局公
布全省经济运行统计资料，11 个城市
中惟有邯郸以-0.5%的增幅名列全省
倒数第一,这是该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首
次出现负增长。原因在哪里？记者走
进邯郸，一探究竟。

邯郸是我国最早建设的能源和原
材料基地之一，钢铁、水泥、煤炭等产
业一度占到全市经济总量 80%以上。
这些产业在支持国家建设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隐
忧。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说：“邯郸是
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这种产业结构容易
形成两大深层隐患：一是资源经济容易
养成人们的惰性，由于能够从简易生产
方式中获得生存空间，人们容易放弃较
为复杂的深度进取；二是产业结构粗放
就很容易被人们复制，大量复制的结果
就是产能过剩。”

目前市场出现的问题，对邯郸来
说既是困难，也是契机。基于这样的认
识，邯郸加快淘汰粗放及过剩产能的步
伐，确定到 2017 年前必须压减生铁、
粗钢、燃煤产能分别达到 1614 万吨、
1204 万吨、1670 万吨，邯郸市发改委
副主任武庆珍告诉记者，钢铁产业是邯
郸市重要的支柱产业，2013 年钢铁产
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 47%以
上。而压减 1614万吨生铁、1204万吨
粗钢就将直接影响产值360亿元，相当
于全市生产总值的 10%。在去年 11 月
和今年2月，河北开展了两次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集中行动，邯郸拆除8家钢铁
企业的 10 座炼铁高炉，共淘汰、压减
生铁产能424万吨，直接影响产值接近
200 亿元。今年 1 月至 3 月经济运行数
据显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
冶 炼 及 压 延 业 、 炼 焦 业 分 别 下 降
31.4%、4.4%和 34.3%。影响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下降9.3%。

“一个区域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
和谐发展，环境容量的大小至关重
要。环境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就会走
入死胡同。”邯郸市市长回建说。

邯郸大规模开展了重点行业治理
攻坚、拆锅炉拔烟囱“百日攻坚”、机
动车尾气污染治理等 10 项生态环境治
理专项行动，全年安排污染减排重点
项目暨限期治理项目 416 项，削减化
学需氧量 5903 吨、氨氮 476 吨、二氧

化硫 91771吨、氮氧化物 35708吨。
重点行业治理攻坚全面推进。在

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等 4 个行业
治理基础上，邯郸主动将焦化行业纳
入其中，以脱硫、脱硝、除尘污染治
理为重点，治理项目由省定的 107 项
增加至 359 项，预计总投资 26 亿元，
确保到今年年底，钢铁、焦化、电力
和玻璃行业减排项目建设全部完成；
2015 年 6 月底，水泥行业除尘改造项
目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实
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清洁能源推广稳步推进。控制煤
炭消费总量，加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供应，各县区市至少建成 1 家洁净煤
配送中心。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划定调整，限制灰分高于 16%、
硫分高于 1%的散煤销售，目前全市已
经完成总任务 60%以上。

从源头治理生态环境，邯郸花费了
巨大的财力物力,也损失了一定的增长
速度,却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
据环保部门公布的空气质量日报显示，
今年 1 月至 6 月邯郸空气质量“良”以
上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近50%。

邯郸还坚持把“无中生有、有中
生新”作为主攻方向，开展了一系列
攻坚行动。“无中生有”，就是紧抓外
资内移、南资北移、京津冀协同发展
等契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创新发
展。邯郸把中央和京津企业作为主攻

方向，截至一季度末，全市共与 27 家
央企签订 39 个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
1368.5 亿 元 。 5 月 ， 邯 郸 在 京 举 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邯郸市项
目推介会暨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签 约 项 目 78 个 ， 项 目 总 投 资 达
1446.39 亿 元 ， 引 进 资 金 1280.72 亿
元，涉及装备制造、商贸物流、高新
技术、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多领域。

“有中生新”，则是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优势，开展技改升级活动，拉长
产业链条，生产出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收益的终端产品。邯郸紧抓基础
工业实力雄厚、原材料成本价格低廉
等优势，开展技改创新活动，坚持把
一般原料产品转化成高精尖原料产
品，再把高精尖原料产品转化为适应
市场需求的终端产品。今年第一季
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出现了小幅下
降，但固定资产投资则比上年同期增
长 13.3%，达到了 433.0 亿元，其中，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完成 62.4 亿元，增
长 1 倍，工业技改投资完成 128.5 亿
元,增长 33.5%。作为全国重点钢铁大
市，邯郸不仅狠抓了邯钢等企业产品
优化升级，生产出上百种能够有效替
代进口的新产品，还新上了格力电
器、武安新能源等一批涉及装备制造
的耗钢项目，直接提高钢铁就地消耗
率 5个百分点以上。

在这种深度调整中，邯郸后发动
力明显增强。

本 报 讯 记者 李 治 国 报道：安徽
省 文 化 发 展 培 训（上 海）基 地 日 前 在
上海挂牌。

该基地由安徽省委宣传部授权时代
出版传媒公司建立。基地成立的主要目
的是立足上海，面向海外，整合优质教育
培训资源，培训优秀人才。

时 讯

广西东兴获外企登记管理授权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国
家工商总局日前批准授权广西东兴市工
商局履行外资企业登记管理权限，该局
成为广西惟一被授予外资企业登记管理
权的县级工商局。

东兴是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据了解，东兴市工商局获得外商投资登
记管理权后，在东兴市投资的国（境）外
投资者在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事项时，
不必再往返防城港市工商部门，这将为
外商投资带来便利。

构建智慧旅游系统

19省份共筑“网上丝绸之路”

湖南澧县

葡萄种植实现智能化

本报记者

刘

麟

坐在办公室就可以种葡萄，这
在湖南澧县已经成为现实。有“南
方吐鲁番”之称的湖南澧县，葡萄
产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向科
技化、高品质化推进。2013年5月
8日，湖南省首条智能化葡萄滴灌
生产线在澧县张公庙镇湖南农康
现代葡萄产业园内投入使用。

这条智能化滴灌生产线，包括
田间状态系统、专家远程决策系统
和操作指令系统，不仅可以通过电
脑为每株葡萄苗施肥、浇水，还可
以通过智能温室系统，控制葡萄的
生长，实现温、光、气、水、肥智能化
管理。如采用延后栽培技术，还可
将葡萄成熟期推迟至元旦左右，并
运用留树与冷藏保鲜新技术，实现
本地葡萄产品全年供应，创造更好
效益。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秘书
长田淑芬研究员评价：“这是全国
葡萄产业智能化程度最高、种植最
科学的一个示范园，对葡萄产业将
是一次质的提升。”

在这个背景下，葡萄种植如
何科技创新，保证产品质量，提高
产品品质，卖出好价钱，这是目前
澧 县 县 委 、县 政 府 思 考 的 新 问
题。7 月 26 日至 27 日，全国葡萄
科技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澧县召
开。200 余名从事葡萄种植、研究、产业发展的专家学者等汇
聚一堂，分享葡萄种植的经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会长晁无疾说：“当前，我国葡萄产
业正处于一个由葡萄生产大国向葡萄生产强国转化的关键时
期，重视科技创新是实现这一转化的重要战略保证。”记者了
解到，经过多年发展，澧县葡萄产业初成规模，目前全县葡萄
生产总面积 3.5 万亩，预计今年总产量 5.8 万吨，酿酒加工
3000吨，预计今年葡萄产业总产值在 5亿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 许凌报道：日前，“网上丝绸之路
——智慧旅游合作座谈会”在银川举行。河北、海南等国内
19 个省区市旅游局代表共同发表《共筑网上丝绸之路宁夏宣
言》。《宣言》表示，将通过构建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
的网络合作体系，共同打造资源丰富、信息完善的智慧旅游系
统，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新局面。

据悉，今年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智慧旅游年”，打造“网
上丝绸之路”，是智慧旅游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借助中阿
博览会的平台，已经架起的“空中丝绸之路”将阿拉伯国家作
为合作的主要国家和市场，并向外延伸至伊斯兰国家，为建设

“网上丝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承东启西联通南北

山东冠县成为物流网络节点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王学广报道：日前，山东青

岛港内陆港区落户冠县，为当地物流发展注入动力。该港距
海 400 多公里，建成后将为深居内陆的冠县开辟出便捷高效
的出海通道。

冠县地处冀鲁豫 3 省交界，是山东西进、晋冀东出的重要
通道。现代物流业成为其发展邻边经济的优势，全县已发展
货运企业 79 家。内陆港一期全部建成后，年物流吞吐能力将
达到 1000 万吨。届时，冠县将成为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
域物流网络重要节点和 3省沿边物流的商贸中心。

企业可自主选择经营范围

福建推行先照后证登记制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出台《2014

年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厦门、泉州、漳
州、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福州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福州保税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等地区试行先照
后证登记制。

《方案》规定，将放宽企业经营范围登记，除了涉及前置
审批的经营项目外，企业可以参照国家行业标准，自主选择
经营范围；在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试行市场主体自主选
用名称，申请人可自主选择使用辖区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特
征，并申请名称登记。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
福田区日前召开产业资金政策宣讲会，
宣布2014年福田区将安排1亿元财政资
金与专业机构合作设立按照市场规律运
作的创投引导基金，并将规范产业扶持
资金的投放标准，自我削权限权，不留
自有裁量空间。福田区通过产业扶持政
策的改革，配制出扶持企业快速成长的

“催化剂”，为产业发展“加油”。
记者在宣讲会上看到，会场座无虚

席，走廊过道都挤满了前来听取最新政
策的企业代表。詹明辉是深圳市打击乐
协会会长，整个宣讲会期间，他仔细聆
听着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冯向
阳的讲解，不时还做些笔记。他说：

“福田区出了政策来扶持相关产业，如
果不认真听，就可能错失很多发展机
会。”和詹明辉持同样心态的，还有福
田辖区数百名企业及行业协会的与会代
表。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福田“1+

1+9”产业扶持政策的受益者，还有的
则是翘首以待的观望者。

据了解，为促进区内产业发展，
福田区曾于 2012 年出台“1+1+9”产
业扶持政策，即 《进一步优化环境优
化服务促进辖区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区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分别支持发展总
部经济、现代服务业、楼宇经济、循
环经济、文化产业、科技产业的 9 个实
施细则和配套子文件。自 2009 年实施
以来，共支出 15.9 亿元产业资金支持
了 4933家企业的 6862个项目发展。

福田区区长王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虽然“1+1+9”产业扶持政策在
推动福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催化和引导作用，但政府毕
竟不是专业机构，在选择项目的时候难
免会有“长官意识”，因此要充分发挥
好产业扶持资金的作用和效果，就必须

减少政府直接挑选的项目。“投不投，
市场说了算；发不发，标准说了算；好
不好，结果说了算。”王强说。

据王强介绍，2012 年出台的福田
区产业资金运行管理办法在本轮全面深
化改革中被全面修订，不仅优化调整 9
个实施细则，还大幅降低了评审类项目
的比例，着力凸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自
6月 18日起，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将正式受理2014年企业资金申报项目。

福 田 区 常 务 副 区 长 孙 波 告 诉 记
者，此次改革就是要解决“如何突出
重点发挥资金产业引导功能，如何运
用 市 场 手 段 提 高 资 金 规 范 性 和 透 明
度 ， 如 何 客 观 地 评 价 产 业 资 金 的 效
能”这 3 大问题。为此，福田区 2014
年安排 1 亿元财政资金与专业投资机构
合作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由专业机构
根据市场规律利用专业知识判断选择

项目，政府只参股不控股，推动重点
领域和战略性新兴行业发展。

不仅如此，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还
在于刚性设定支持条件和标准，大幅增
加核准类项目减少评审类项目，以此减
少人为对项目评审的干扰因素。其中包
括，对产业资金所有支持项目的申报条
件、支持标准、办理期限等都作出了明
确的刚性的规定，并大大提高了核准类
项目的比例，降低了评审类项目的比例。

以往，评审类项目较多，企业从
项目申报到资金批准，经常耗时一年
半载。冯向阳告诉记者，新政中支持
项目由之前的 139 个 （核准类 103 个、
评审类 36 个） 调整为 112 个，评审类
项 目 从 36 个 删 减 至 8 个 ， 核 准 类 由
81%提升到 93%，评审类由 19%降低到
7%。资金配比经测算，核准类项目由
占支持资金总额的 64%提升到 94%，
评审类项目则由 36%降低到 6%。

推出系列扶持政策 营造企业成长环境

深圳福田为产业发展“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