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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11 月 13 日电 记者钟华

林报道：四川规划到 2025 年“再造一
个产业成都”。

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天府新区情
况通报会上，省长魏宏介绍说，今年 10
月，四川天府新区经国务院正式批复设
立，成为国家级新区。新区规划范围包
括 成 都 、 眉 山 、 资 阳 3 市 的 7 个 县

（市、区）、37 个乡 （镇、街道），规划
面积 1578 平方公里。区内交通设施完
备，产业基础良好，开放条件优良，科教
实力雄厚，自然条件优越，资源环境承载
力强，具备良好的开发建设条件。

魏宏介绍说，为适应新常态，推动天
府新区高起点、高质量发展，四川省提出
了“近期快速起步、重点突破，中期全面
铺开、形成框架，远期优化提升、持续发
展”的阶段性目标，确保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成渝经
济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

按照规划，天府新区与成都中心城
区将形成“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
构。“一核”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
确定的成都发展核，范围为整个成都市
域。“两区”中，中心城区作为优化开发
区，重点提升传统服务功能，功能宜为文

化、商贸、金融等；天府新区作为重点开
发区，主要集聚新型城市功能，包括科
技、商务、行政文化、现代制造业基地和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双中心”指成都
老城中心和天府新区的新中心，其中天
府新区新中心重点集聚科技、商务、文化
等高端服务功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空
间形象，打造为天府新区的标志性亮点
区域。

按照规划目标，到 2017 年，天府
新区基础设施网络框架基本形成，重
点功能区初具规模，一批国际国内知
名企业成功入驻，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集聚效益明
显；到 2020 年，“一带两翼、一城六
区”城市形态基本形成，现代高端产
业集聚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和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辐射带动力明显增强；到 2025
年，实现“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综合
经济实力、创新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城乡一体化关系更加和谐，基本
建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
集 聚 、 宜 业 宜 商 宜 居 的 国 际 化 现 代
新区。

培育成渝经济区新兴增长极

天府新区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鄂尔多斯面向全国供应能源“细粮”
本报记者 陈 力

立冬前夜，内蒙古鄂尔多斯大地已
是寒气袭人，《经济日报》记者却在苏里
格气田第三采气厂感受到另一种温暖。
这个既承担天然气开发又负责处理厂建
设的排头兵，攻坚啃硬 13 年，把天然气
年产量从最初的 1.2 亿立方米增长到目
前的 62.2 亿立方米，将温暖和洁净源源
不断送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建设国家清洁能源输出主力基
地 ， 是 鄂 尔 多 斯 转 型 发 展 的 重 要 一
环。”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白玉刚指出，

“作为地市级产煤冠军，鄂尔多斯今后
要以煤为基、多元转化。在推进煤炭产
业清洁化的同时，推进煤发电行业绿色
化，煤制气行业规模化，煤转油行业现
代化。”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后劲充足。全市
煤炭预测总储量 7630 亿吨，已探明储

量 1496 亿吨，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天
然气探明储量 8000 多亿立方米,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十二五”以来，全市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760 亿元，引
进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279 项，投资规模
达 8810亿元。

鄂尔多斯作为“能源聚宝盆”的地
位没有改变，保障京津、服务华北、面
向全国输出清洁能源的定位没有改变，
改变的只是把能源“粗粮”变成了“细
粮”。前不久结束的市委三届五次全会
细化了具体目标：建设大型、特大型安

全高效矿井，加强煤炭洗选配一体化建
设，打造“鄂尔多斯煤”国优品牌，平
均开发规模达到 300 万吨以上；依托蒙
西—天津南、上海庙—山东特高压输电
通道，加快建设一批大型坑口电站和低
热值煤电厂，到 2017 年，全市电力装
机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大力推进神
华煤直接液化第二、三条生产线和伊泰
200 万吨煤间接液化等重大项目建设，
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煤制油生产能力；
加强常规天然气采气能力建设，加快重
大 煤 制 气 项 目 建 设 ， 到 2017 年 达 到

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近 300 亿立方米
煤制气产能，建成国家天然气输出主力
基地。

制造、输出清洁能源，必须突破水
资源匮乏瓶颈。鄂尔多斯鼓励用水企业
兴建农业节水工程，率先开展黄河水权
转让。目前，一期水权转让工程已实施
完毕，转让水量 1.3 亿立方米，二期工
程正在建设中，转让水量 0.996 亿立方
米。两期工程全部实施后，黄河可用于
工业的水权为 3.029 亿立方米，比当初
分配的工业初始水权提高 3 倍以上。今
年，鄂尔多斯市又成功开展跨盟市水权
交易，置换用水指标 1.15亿立方米。

今年前三季度，鄂尔多斯清洁能源
稳定增长。其中，天然气 201.5 亿立方
米，增长 3.4%；发电 538.1 亿千瓦时，
增长9.4%；油气管道方面捷报频传：陕
京四线输气管道建设项目已上报、蒙西
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方案基本确定、鄂
尔多斯至沧州天然气外输管道建设方案
正修改完善。

鄂尔多斯将建设国家清洁能源输出主力基地，作为转型发展
的重要环节。为此，该市以煤为基、多元转化。在推进煤炭产业清
洁化的同时，推进煤发电行业绿色化，煤制气行业规模化，煤转油
行业现代化，力争将能源“粗粮”变成“细粮”。为保障制造、输出清
洁能源用水需求，鄂尔多斯还鼓励用水企业兴建农业节水工程，率
先开展黄河水权转让

本报青岛 11 月 13 日电 记者刘成报道：“青岛正在规
划建设包括住宅、写字楼、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完备的中
韩国际生态新城，总工程造价为 400 亿元人民币。”1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青岛西海岸举行的首届“中韩 CEO 论坛”上，
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副主任张建国如此表示。

“中韩 CEO 论坛”是中韩两国元首在北京就中韩自贸
协定(FTA)达成一致后举行的一场两国企业家主题论坛。

张建国告诉记者，下一步，青岛将实施三个突出：突出
以贸易便利化为中心的中韩创新合作先行区；突出人员往
来自由化和便利化；突出以中韩优秀文化为重心的中韩人
文交流。

抢抓中韩 FTA 新机遇

青岛规划建设中韩国际生态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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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近日印发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就政府部门
向社会购买服务的主体、内容、购买程序、资金管理和绩效
管理做了明确规定。

据了解，贵州此次共有 352 项服务纳入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的指导目录，涉及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公共医疗卫
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

谁能成为承接主体？贵州省将其明确为“依法在民政部
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
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
量”。资金从哪里来？贵州省财政厅厅长李岷表示，政府购买
服务不是新增财政资金，将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地处南昌、九江之间的共青
城，1 年前被江西省委列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先导区。共
青城统筹近期和长远发展，按照“融入昌九发展、加快相向
发展、放眼长远发展和统筹全域发展”的理念，合理确定功
能分区，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按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不与昌九同质竞
争”的要求，共青城着力构建以智能终端、纺织服装、新能源
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为主导的绿色产业体系。共青城目
前正培育 500 亿规模的电子信息、200 亿规模的现代轻纺
和 100 亿规模的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今年 1 月至 8
月，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6.6%。

入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先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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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项服务纳入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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