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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石伟报道：以
推进“东亚文化
之都”建设、服务
国 家 21 世 纪 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
为主题的“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日前在福
建 泉 州 落 下 帷
幕。来自印度、
伊 朗 、埃 及 、马
里、土耳其等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和关联地区
的艺术家参加了
这场为期十天的
艺术节活动。

2013 年，泉
州、横滨和光州
分别被评为“东
亚 文 化 之 都 ”。
泉 州 以 此 为 契
机，将其融入“一
带一路”战略，立
足 泉 州 特 色 文
化，提出了建设
影响东亚、面向
世界的“多元文
化都市”目标，编
制了《“东亚文化
之都·泉州”建设
发展实施方案》，
以“古城—古港
—新区—全域联
动”文化项目建
设为核心，分阶

段、分步骤组织实施文化都市项目，打造
“东亚文化之都”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该市相继实施了成立“东亚文化之都·泉
州”建设发展委员会、确定“东亚文化之
都”发展目标和制定实施方案、启动古城
文化复兴计划和古港转型升级行动等一
系列举措，而举办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
州活动年系列活动则是其中的重头戏。

传统文化和两岸文化是泉州特色，
泉州在统筹全市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在
一年多时间里举办了 240 多场重要文化
活动和 2 万多场的主题群众文化活动。

“另一个纬度——泉州当代艺术展”在开
幕式中通过全新的艺术包装和独具匠心
的舞美设计，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
相辉映，给现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
听享受。泉州还注重展示丰富多彩的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相继举办了海丝印象
时装秀等一系列活动。

融入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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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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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江 西 抚 州 市 是 鄱 阳 湖 生 态 经 济
区、海西经济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的组成部分，是江西省通往东南沿海
的重要通道。今年 9 月 9 日，江西省出
台 《关于支持抚州深化区域合作加快
发展的若干意见》，在现有以长江沿江
带、浙赣铁路 （沪昆高铁） 和京九铁
路为支撑的“干”字型主骨架上，添
上以向莆铁路为骨干的重重一“捺”，
构建出江西省经济发展“天”字型新
格局。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抚州市积
极融入南昌、对接海西、建设向莆经
济带，探索与南昌“联合发展”、同海
西“错位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特色发
展道路。

2012 年 6 月 25 日，位于南昌市的
中国商用车行业领军企业、汽车整车出
口基地江铃集团“迎娶”抚州市华翔富
奇，重组江西江铃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
司。“从去年 10 月 6 日下线第一辆骐铃
皮卡以来，公司现在平均每天下线 30
至 40 台车。”江铃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
司总装厂厂长周文告诉记者，这里组装
的整车，大部分零部件和发动机是从南
昌发来的，组装完成后，再由江铃集团

下属的一家南昌物流公司配送至全国市
场，“两地产业分工、协作进一步发
展，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汽车产业的分工协作是昌抚融合发
展的缩影。为实现“同城效应”，抚州
与南昌积极推进交通同网、信息同享、
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
同线、环境同治等合作。在深化产业协
作方面，抚州市引导昌抚产业分工协
作，实现两市园区板块对接，促进汽车
及零部件、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等优势
产业联合发展，推进生物医药、绿色食
品等特色产业错位发展，引导纺织服装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向抚州延伸。抚
州还充分发挥农业优势，建设南昌的优
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今年 9 月，连接海峡西岸和中部内
陆腹地的向莆铁路开通运营一周年。统
计显示，一年间，向莆铁路共发送旅客
1634.7 万人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6 万
趟，平均客座率达 82.3%。铁路高客发
率、高开行率、高上座率，印证着向莆
铁路作为闽赣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效
应日益显现。

向莆铁路开通运营一周年之际，从

福建晋江转移到抚州南城的婴幼儿用品
巨头企业倍护 （中国） 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随后其又投资兴建千亩产业园，采
取控股方式从沿海引入５家配套企业。
向莆铁路通车，为闽赣两省发展注入

“海洋经济”和腹地支持的新活力。今
年 3 月，向莆铁路正式开办福建莆田至
三明的货运业务，为莆田湄洲湾港引来
了新货源。据江西贵溪发电厂相关人员
介绍，此前发往该厂的电煤，都是经温
州港上岸。如今，走莆田湄洲湾港上
岸，再经过水铁联运发往贵溪，不仅快
捷，而且更为经济。交通的便捷，不仅
惠及城市发展，助力企业腾飞，还为沿
线铺就了一条致富路。福建省泰宁县做
小生意的杜文其进货渠道在抚州市南丰
县，动车未开通前，他开面包车进货每
次都要花费近 200 元，动车开通后，从
南丰到泰宁只要 23.5元。

随着江西支持抚州深化与海西区域
合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转移
到抚州，成为抚州发展的新动力。“今
年下半年以来，就有 40 多批次福建客
商前来考察投资。”抚州市商务局副局
长裴民强说。

与南昌联合发展 同海西错位发展

江西抚州融入向莆经济带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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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的区域合作格局
图为江铃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刘 兴摄图为江铃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地处重庆西部的铜梁区
有一“怪”：不产核桃，却把核
桃生意做遍全国。记者近日
在铜梁采访时了解到，该区核
桃经营户的市场份额已占全
国 农 贸 市 场 核 桃 批 发 量 的
80% ，全 区 在 外 从 事 核 桃 运
输、仓储、零售的经营户超过 3
万人。

铜梁核桃商会会长陈正
国说，铜梁与核桃结缘，要追
溯到上世纪 80年代。当时，铜
梁虎峰、福果、大庙等乡镇的
农民，在每年 8 月底收割完稻
谷后，便赴云南、甘肃、陕西、
新疆等地收购新鲜核桃，并在
当地进行剥皮、烘干加工成干
果后销往全国各地。通过“亲
友互助，邻里相帮，结伙经营”
的抱团发展，铜梁人的核桃经
销市场越做越大。

陈正国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铜梁的核桃经营户目前
已形成以云南大理、楚雄等地
为中心的供货基地，2013 年铜
梁核桃经营户在全国市场的
销售额超过 300 亿元，利润总
额近 10亿元。

张世喜是当地最早从事
核桃生意的农民之一，他告诉
记者，自己从上世纪 80年代末
开始做核桃生意，最初走街串
巷单挑卖，现在进农贸市场等
地开铺面做批发，每年的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就转型发展，尝试开发核桃饮料和核桃油等产
品，并建立了电子商务销售渠道，现在网络销售额不断增
长，还有不少国外的订单。”张世喜说。

铜梁核桃销售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金融机构的支持。
记者了解到，重庆农商行早在 2002年就推出了以联保方式
为主、高度契合核桃经营农户特点的核桃联保贷款，由至少
3 个农户组成一个“联保贷款小组”，每户最高授信额度 15
万元，有效解决了核桃经营户的资金困难。农行重庆铜梁
支行采取“担保公司+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的模式，通过
引进担保公司、组建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若干联保小组的
形式，重点支持核桃大户。仅去年，农行重庆铜梁支行核桃
贷款就累计投放 8000万元。

不产核桃却把核桃生意做遍全国

—
—

重庆铜梁批发全国八成核桃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赵武强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青岛将投资千亿元在灵山湾
影视文化产业区，打造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生产影视产
品，并集合健康养生、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的
园区。

据悉，该园区所依托的大数据，就是在此落户的青岛
—惠普软件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及产业示范基地，该基地
主要由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大数据处理中心、大数据测
试中心和智慧产业实验区四部分组成。该基地将致力于收
集和分析交通、农业、金融、旅游、环保乃至影视等各领
域海量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与大数据融合的影视产业，主力军则是已落户此地的万
达东方影都和国际数字娱乐港两大项目。东方影都建成后，
每年将吸引百部以上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国际数字娱乐港投
资超百亿元，将打造一个涵盖创意设计、产品开发、节目制
作、展示交易、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等功能的全球性高端创
意产业园区，该项目将成为全球数字娱乐联盟产业基地。

青岛建设高端创意产业园区
依托大数据生产影视产品

时 讯

本 报 讯 记者 陈 发 明 李 琛 奇 报
道：甘肃旅游资源富集程度位居全国前
五，而开发利用却落在全国后位。为破
解这一困局，甘肃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
进程，以大景区建设为载体，强化旅游
与文化等产业融合，推动旅游资源由多
头管理、粗放开发向统筹整合、集约开
发转变，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
业强省的转型升级。

甘肃将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创新景
区管理体制，以全省规划建设的20个大
景区为重点，由各市州政府部门对景区
实行统一规划开发、科学管理，统筹开
展景区招商引资等工作。甘肃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连辑说，目前甘肃旅游产
业发展仍存在总量小、发展不均衡、重
点景区接待能力不强、旅游季节性过
强、市场开发水平低、品牌建设能力低
等不足。

为此，甘肃将打破区域限制和行业
隐形壁垒，促进各类旅游要素和市场向
社会资本全面开放，鼓励支持各类社会
资本投资旅游业，在甘肃跨行业、跨地
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跨界融合
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设立省级旅游
产业投资基金，以省级财政资金为引
导，募集社会资金，放大基金效应，重
点支持大景区开发、旅游基础设施、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和旅游商品开发。
同时，甘肃积极推动与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国家、周边省区旅游业实现资源
共享、品牌共建、线路互联、节会互参、
市场互动。推动建立“丝绸之路旅游国际
合作联盟”，在中亚 5国逐步设立商贸旅
游代办机构，促进交流合作。创新开展丝
绸之路铁路驿站和公路驿站旅游，实施游
客互送。建设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5
市精品丝路旅游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
沿黄4市州黄河风情旅游区，以始祖文化
为核心的陇东南5市寻根访祖及养生保健
旅游区，推动旅游业区域联动、错位
发展。

据了解，甘肃将率先在敦煌市开展
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提高敦煌在旅行
社、星级饭店、A 级景区、导游管理、
旅游项目审批、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旅游
管理权限，支持敦煌开展低空飞行等特
许旅游经营项目。加快敦煌国际航空口
岸建设，争取旅游团过境免签政策及出
入境免税和离境购物退税政策。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甘肃将建
成 20 个年接待游客 300 万人次以上的
大景区和 50个旅游名城名镇，培育 50个
年营业收入过亿元的综合性旅游骨干企
业。届时，全省接待游客将达到 3.6 亿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2500亿元。

破 解 资 源 富 集 但 开 发 落 后 困 局

甘 肃 集 约 化 开 发 旅 游 资 源

破 解 资 源 富 集 但 开 发 落 后 困 局

甘 肃 集 约 化 开 发 旅 游 资 源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为解决陕北能源化工基地严
重缺水问题，陕西省将陕北黄河引水工程确定为全省“十大
水利工程”之一。记者近日从延安市水利局获悉，黄河引水
工程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先期开工
的 12.67 公里杨家山输水隧洞已经贯通，两座水库一到五
级泵站、黄延线 5条隧洞全面开工。

延安黄河引水工程共由 9 座泵站、2 座水库、2 座水厂、
1 座泥沙预处理站、9 条隧洞组成，线路总长 146 公里，总取
水量 8977 万立方米，概算投资 43.85 亿元，设计工期 55 个
月。建成后可解决延安、延川、延长和子长工业园区生产用
水，以及榆林市 100万群众的生活用水。

延安黄河引水主体工程开工
可解决百万群众用水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报道：今年前 8 个月，宁波市江北
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0.3 亿元，同比增长 12.4%；
实现新产品产值 49.1 亿元，同比增长 52.57%，两项指标增
幅均居宁波市第一位。

近年来，江北按照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高
新技术产业化和企业产权证券化的要求，定位都市工业发
展，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翅膀”，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成果丰
硕。今年前8个月，江北专利申请总量增长率全市第一。江
北把搭建大平台、引进大项目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宁
波(江北)高新园，“联东 U 谷·宁波国际企业港”项目已经开
建。高新园管委会运作两年多来，已引进长阳科技、激智科
技等9个优质项目。江北区还在浙江省首创“企业服务经理
人”机制，523名干部与辖区企业“终身结对”，从“指导”企业
转向服务企业，累计协调帮助企业解决问题200多个。

宁波江北工业以创新提质增效
搭建大平台引进大项目

庞大的身躯、抖动的鬃毛、洁白的象
牙⋯⋯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扎赉诺
尔新区，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猛犸
象雕塑群，一具具等身大小的猛犸象或
飞奔或坐卧，充满动感，让人仿佛置身数
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这是扎赉诺尔新区
的标志性建筑——猛犸公园。在扎赉诺
尔新区的街道两旁，欧式风格的建筑鳞
次栉比，学校、幼儿园、医院点缀其间，如
果不是当地居民介绍，人们很难相信这
个景观似的居民区居然会是扎赉诺尔的
棚户区改造房。

在爱民小区，今年 1 月 19 日入住 9
号楼 3 单元的居民王红英大爷对记者
说：“以前我住在‘灵泉’，那房子一到下
雨天就漏水，冬天‘嗖嗖’往屋里灌风。”
王红英告诉记者，他买了一套 67 平方米
的两居室，2013 年 12 月 3 日拿到的钥
匙，装修完了就赶紧搬过来了。

据介绍，在爱民小区，国家给予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50%的投资补助，投入约
2.8 亿元，不足部分资金由地方政府配套
解决；住宅建设投资则为 21.3 亿元，由居
民个人、企业、地方政府三方共同出资。
在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后，核定住宅造价
为 1692 元/平方米。在此基础上，政府
又给予每平方米 340 元的价格补贴，居
民实际购买价格仅为 1352 元左右。此
外，单位还给了每户职工 2.75 万元的
补助。

不光是爱民小区，周围其他几个小
区的居民也是如此。进行棚户区改造，
扎赉诺尔新区下了“血本”。扎赉诺尔区
煤矿棚户区改造项目于 2011 年全面开
工建设，历经近 4 年时间的紧张施工建
设，建筑面积 132 万平方米、改造规模为
19000 余户的扎赉诺尔煤矿棚户区搬迁
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分布在满洲里市新
区和扎赉诺尔新区的 13 个住宅小区 227
栋高楼拔地而起，为广大棚户区居民提

供了优质的居住环境。
为了保证新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便

捷，在煤矿棚户区改造进行的同时，当地
区委、区政府还配套安排新建道路 12 公
里，供热 22 公里，给排水 18 公里。燃气、
电视、宽带、通讯等设施全面完成。飞马
广场、博物馆、猛犸公园、残疾人康复托
养中心、图书馆、学校、幼儿园、医院、社
区、派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全部竣工。
鑫地综合商场、星级宾馆等一大批商贸
服务项目也同时全面开发建设。

扎赉诺尔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不仅
仅让老百姓有房住，还把棚户区改造与
新区建设结合在一起，把“以人为本”
与“景观打造”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
街道都成为一个景区、让每一个建筑都
成为一个景点，依托地缘人文优势，倾
力打造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品牌，加快
推进猛犸公园服务设施建设，完成儿童
科技馆、观光塔、摩天轮、旋转木马、

卡丁越野赛场、生态园等项目，形成以
猛犸公园为核心，飞马广场、博物馆、
金龙湖、综合游乐设施为一体的休闲娱
乐观光旅游带，成为扎赉诺尔区一张亮
丽的城市名片。

在积极开发新区的同时，扎赉诺尔
区还逐步改造老城区，实现老城区的提
档升级，继续保持老城区的繁华和魅
力。截至目前，当地已先后完成榕欣、富
苑等多个小区的改造和提档升级工作，
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实施物业网格化管
理，完成了多条道路路面修复、主要街
道两侧绿化美化。许多来扎赉诺尔旅
游、参观的游客、朋友看后都情不自禁
地夸赞：“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安居
房’，最好的‘样板房’！”

如今的扎赉诺尔，新城区繁花似锦，
旧城区老蚌生珠，交相辉映，一座魅力独
具的旅游文化城、宜居宜业的北疆生态
城，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熠熠生辉。

新城繁花似锦 旧城老蚌生珠

扎赉诺尔安居房变身样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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