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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本报北京 12 月 27 日讯 记
者杨学聪报道：“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北京市通水成功！”上午
10 时 30 分，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一
语落地，清澈的水流即从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终点——
团城湖明渠闸口喷涌而出，流入
明渠，奔流向北。北京首批接纳
南水的 6 大水厂随之忙碌起来，
下午起北京市民陆续喝上清甜的
汉江水。

同日，南水北调中线天津市
内配套工程第一站——曹庄泵站
也迎来南来之水，清澈的水流涌
向天津滨海新区的津滨水厂，并
从这里进入天津的千家万户。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后，每年将有 10.5 亿立方米
南水入京，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增
幅超过 50%，城市供水保障、生

态环境和水资源战略储备水平等
也将稳步提升。

毗邻郭公庄水厂而居的丰台
居民郑学峰，是头一批“尝鲜”
南水的幸运儿。“我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记得小时候水中摸鱼，
河边玩耍的日子。现在城市发展
了，北京却缺水了。”他告诉记
者，“南水来之不易，除了要感谢
库区和沿线居民的牺牲，更要格
外珍惜每一滴水。”

同样专程来看水的市民张女
士说，20 年前去过丹江口水库。
她记得，当年从水库里打的水，
跟矿泉水一样清澈透亮。“南水北
调太重要了，尤其是中线工程，
江水靠重力就能流到北京，太不
容易了。”

目前，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参
与接水的首批项目已全部投入运

行，其他各项配套工程正按计划有
序推进。为确保南水北调来水“调
得进、用得上、管得好”，北京市研
究制定了 2014 年至 2015 年来水
接纳方案，在有序接纳中线来水的
基础上力争多调水、多存蓄，做好

“喝、存、补”工作。另外，还将全力
构建多元化外调水保障体系，实现
外部调水有通道、水源储备有空
间、水系河网有连通、供水安全有
保障。

另据介绍，汉江水进入天津
后，将在各家水厂分阶段、有步
骤实施水源切换。其中，位于滨
海新区的津滨水厂目前已经率先
切换，该水厂覆盖的天津市东丽
区、津南区及滨海新区部分区域
的市民将最先受益。至 2015 年春
节前后，天津中心城区广大市民
都将喝上汉江水。

近年来，曾是改革开放排头
兵的浙江宁波，“成长的烦恼”渐
渐多了起来。在资源、环境、劳
动力成本等制约因素加大的背
景下，依靠资源等要素驱动的粗
放型发展方式不灵了。

做户外灯具的宁波爱使电
器公司年销售额较长时间徘徊
在 5000 万元左右，再上台阶困
难重重。总经理戴文良感慨道：

“年销售额 5000 万元真是中小
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瓶颈？”

爱使电器公司的烦恼几乎
是宁波众多民营企业都遇到的，
实质上是粗放的发展方式的烦
恼。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
记刘奇说：“破解宁波发展面临
的‘成长的烦恼’，在新一轮区域
竞争中赢得主动，创造经济社会
发展新的辉煌，就必须坚持改革
驱动、创新驱动的双驱动发展战
略，向改革要发展动力，向创新
要发展活力！”

2013 年底，宁波市提出改革
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年
来，改革和创新成为宁波上上下
下的共识。今年初以来，宁波以
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直面政府
与市场之间的突出问题，破除制
约经济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制
定出台重大改革性文件 30 多个，
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个领域。通过强有力的落实，一
批先行出炉的举措正在释放改
革红利。

宁波市委、市政府清醒地
认识到，宁波与国内外发达地
区的差距看似是产业层次、产
业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总
量差距，实质上是城市科技水
平的差距，是区域创新能力的
差 距 。 宁 波 市 市 长 卢 子 跃 说 ，

“宁波民营经济必须加快向新技
术、新产品、新装备、新材料

转型，最终提高核心竞争力，赢得发展新天地。宁波要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在科研院所、科技人才、科研经费等创新要素方面先天
不足的宁波，开始奋起直追。

（下转第二版）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缓缓开启闸门，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终于正式通水。这条从丹江口水库
蜿蜒至京津地区的调水路，为何一走就是半个多世
纪？这项世纪工程到底难在哪儿？

“南水北调中线全程自流，千里调水，落差不到
100 米。”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总工程师沈凤生说。为
了实现全程自流，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沿途修建了无数
的常规水库、泵站和水闸，还建设了许多大流量泵
站、超长超大的输水隧洞，以及世界规模最大的渡槽
工程——沙河渡槽。然而，在南水北上至郑州时，一
条黄河横亘于前，将向北的通道拦腰截断。南来之水
如何穿越黄河继续北上？

南水北调工程中规模最大、单项工期最长、技术
含量最高、施工难度最复杂的交叉建筑物——穿黄隧
洞就此诞生。黄河从南岸到北岸，深度不同、地形变
化较多，这条穿黄隧洞如何掘进？沙质的土壤结构，
巨大的水压，即使挖好隧洞，如何防止渗水漏水？

盾构机带着近 9 米的圆形刀盘在黄河底部穿行了
720 个日夜，掘进了 4250 米。旋转的刀盘就像剃须
刀刮胡子一样破土开疆，后面的千斤顶顶着衬砌好的
混凝土向前推进，圆柱体组件的护盾承受着周围土层
和地下水压。而排土、衬砌、壁后灌浆等作业在护盾
的掩护下进行。当盾构机终于到达邙山隧洞出口，南
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全线贯通。北调之水穿越隧洞，
在黄河底下顺畅北上，与东流的黄河水构建出十字交
叉的奇观，延续“江水不犯河水”的千古传说。

同样，丹江口大坝的加高工程也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遇到的世界级难题，工程自 2005 年 9 月开工以
来就备受关注。要在 40 年前建成的混凝土坝体上贴
坡加厚、加高，如何让新老混凝土更好地结合，达到

“血肉相连”？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贴坡混凝土温度控制要求

难度大，再加上要保证安全度汛，贴坡混凝土及溢流
坝的加高不能全年施工，只能在低温季节和枯水期进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说。为保大坝强度，建
设者攻克重重技术障碍和施工制约，浇筑混凝土 5 年
保持一个温度。

2010 年 3 月 31 日，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入仓，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混凝土坝段最后一个坝段加高到
176.6 米设计高程，至此，丹江口大坝需要加高的 54
个坝段全部加高到顶。

当北方人民喝上甘洌的南来之水时，南水北调中
线沿线 34 万移民已经告别故土，开始建设新家园。
随着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水库淹没面积扩大。湖北
省十堰市 5 个县市区 18 万多人口，以及河南省南阳
市淅川县 16 万多人口必须搬迁。这是继三峡工程之
后，中国规模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其强度之
大、速度之快，在世界水利史上几无前例。

人们眼含热泪，拜别先人，赶着鸡鸭猪羊，扛着锅
碗桌椅，辞别故土。短短 3 年内，庞大艰巨的搬迁和安
置任务提前完成，并且做到了“不伤、不亡、不漏一人”，
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12 月 24 日下午，南昌临空经济区管
委会会议室内，区党工委委员谭建平指
着墙上悬挂着的《南昌临空经济区发展
规划示意图》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我
们边规划、边招商、边建设，短短 1 年时
间就在 3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初步构
筑起一座现代产业新城。”

南昌临空经济区的建设，为江西区
域升级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 年 7 月，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依托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国
家战略，进一步深化完善“龙头昂起、两
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
展格局。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指出，当前，
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
中游城市群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发展

重心、开放前沿继续向中西部转移，江西
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江
西做大经济总量、融入区域合作迎来了
历史性机遇。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升
级、政策支持升级带来的叠加红利，保持
战略定力，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发展升
级，加快形成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生动
局面。

一年来，江西先后出台了支持昌九
一体化融入长江经济带、赣西经济转型
强化与长株潭合作、抚州深化区域合作
融入南昌对接海西、赣东北扩大开放合
作对接长三角等重大发展战略，初步形
成了南北两大战略呼应、东西立足比较
优势竞相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各区
域板块共同绘就了一幅发挥优势、壮大
实力、特色鲜明的区域升级新版图。

江西要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
江西经济崛起“双核”的南昌、九江，龙头
必须昂起。一年来，昌九一体化开局良
好，两地六大领域 25 项合作有力推进，
南昌临空经济区和九江共青先导区建设

紧锣密鼓，昌九新区建设呼之欲出，“双
核”效应初步显现。今年前 3 季度，昌九
两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770.3 亿元，占
全省比重为 34.9%，比 2012 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

以沪昆铁路为驱动轴，参与长三
角、长株潭等地区分工合作，江西发
展 的 “ 两 翼 ” 振 翅 欲 飞 。 赣 东 北 上
饶、鹰潭等市围绕沪昆高铁、京福高
铁带来的区位优势，打造中部地区重
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全国著名
文化生态旅游地，力争到 2015 年旅游
收入突破 1000 亿元。赣西地区已摆脱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瓶颈，成为江西区
域转型升级的新样本。新余市积极推
动钢铁、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向
终端深加工产品延伸，积极建设“国
家新能源科技城”；萍乡市推动赣湘开
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培育发展生物医
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十大接续替代产
业，全市煤炭产业占全市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由 60%下降到 30%。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落实振兴政策，
焕发勃勃生机。赣州市稀土产业整合取
得阶段性成效，钨和稀土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即将突破 1000 亿元，新材料、新能
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
过 30%；吉安市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产
业结构已经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占全省
比重超过 43%；抚州市积极推进向莆经
济带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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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发展升级强力推进，让江西区
域发展格局呈现优势互补、竞相发展、多
极支撑的良好态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
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与提升。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 3 季度，江西省经济继续保持
平稳发展态势，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增幅均位列全国前
十；60 个工业重点产业集群对全省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45.6%和 40.9%，
预计全年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 亿元以上
产业集群可达 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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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12 月 27 日上午，清澈的水流从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终点——北京团城湖明

渠闸口喷涌而出。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右图 12 月 27 日，参加南水北调北京通水

仪式的人们在现场品尝来自丹江口的水。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北京 12 月 27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
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 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56208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月
至 10月回落 1.4个百分点。

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8 个行业下降。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46062 亿
元，增长 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
利润总额 4351.6亿元，增长 16.2%。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761.2 亿
元，同比下降 4.2%，降幅比 10 月份扩大 2.1 个百分点。
据分析，11 月份工业利润降幅有所扩大，主要受工业销
售增长进一步减缓、价格降幅扩大使盈利空间进一步缩
小、主要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等因素影响。

前11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5.3%
增速比前 10月回落 1.4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近日召开的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工作会议透露，2014 年预计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将
超过 1300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40 万人，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 17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1%左右
的较低水平。此外，全年有 19 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
准，平均增幅达到 14.1%，远超物价涨幅和 GDP增速。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我国就业形势正出现新变
化。过去，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总量矛盾是主要矛盾；
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结构
性矛盾凸显。明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仍是重中之重，预计总
量将达到 749 万人，比今年增加 22 万人。随着我国经济
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特
别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不仅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为提
高，同时就业岗位的质量也会显著提高，将为高校毕业生
和技能劳动者稳定就业提供广阔的空间。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逾 1300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4.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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