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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近年来，
西安市不断深化以统筹科技资源为特色
的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
新机制，发挥科技大市场等技术转移服
务体系功能，加速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2014 年西安技术交易合同登记 23495
项，合同额逾 530 亿元。至此，西安市
技术交易合同额已连续 4 年实现每年超
百亿元增长。

2014 年西安技术交易合同登记数和
合同额较 2013 年分别增长了 30.33%和
27.71%，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技术交
易中企业主体地位日趋巩固。2014 年西
安企业登记技术输出合同 13644 项，交

易额 372.91 亿元，占全市技术输出交易
额的 68.99%，较 2013 年增长 56.40%；
企业签署技术输入合同 17342 项，交易
额 466.52 亿元，占全市技术输入交易额
的 86.31%，较 2013 年增长 75.07%。二
是 技 术 转 移 成 果 就 地 转 化 步 伐 加 快 。
2014 年 西 安 本 地 技 术 交 易 合 同 7971
项，占比 33.93%；服务区域技术交易额
达 150 亿元，占比 28.27%，同比提高了
1 个百分点，表明西安市统筹科技资源
优势，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先进制造领域技术
交易日益凸显。2014 年先进制造领域技
术交易合同 5638 项，交易额 148.05 亿

元 ， 分 别 较 2013 年 增 长 212.01% 和
388.13%，占技术合同登记项数和交易
额的 24%和 27.39%，在技术交易各领域
中排名第一。四是技术咨询合同增长迅
猛。随着西安市被列为国家现代服务业
试点城市，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今年
技术咨询合同登记共计 752 项，交易额
30.15亿元，较 2013年增长 318.17%。

着眼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紧密
结合，西安鼓励高校院所与企业展开
合作，投入 1 亿多元设立以西部材料
和陕汽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企业专题资
金，支持西安交大和西重所等 19 家企
业 和 院 所 开 展 产 学 研 重 大 项 目 合 作 。

组 织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
中科院光机所、705 所、西安热工研究
院等 20 多家高校院所与西安本地企业
进行产学研对接，促进高校院所与企
业的全面合作。

近年来，西安在“服务发展、以用
为本、创新机制”的方针指导下，推进
人才智力资源共享和科技成果转化。成
立“高校服务企业联盟”，依托该联盟和
西安科技大市场创新平台，每年超过千
人以上的科技人员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攻
关与技术服务。3 年来，共组织 30 多所
高校院所 3500 多人次的科技人员为近
300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500多项。

加速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西安去年技术交易额突破530亿元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

道：为了充分发挥广西丰富的硒资
源优势，加快富硒农产品开发，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健康农业、
长寿农业、幸福农业，广西近日出
台了推进富硒农产品开发方案，使
富硒农业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兴支柱
产业。

方案提出，要科学开发利用广
西丰富的富硒土壤资源，顺“硒”
而为，大力发展富硒农业，着力把
广西打造成为我国最大最优的富硒
农产品产业基地和“中国富硒农业
之都”。广泛开展富硒水稻、玉
米、花生、蔬菜、水果、茶叶和水
产、畜牧、林业等种养产业试验研
究和示范推广，开发健康、生态、
安全的富硒农产品，做大做强广西
富硒农业产业，力争用 5 年左右的
时间，在全区建成 50 个万亩富硒
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积极发动、
引导企业参与广西富硒农产品开发
工作，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富硒农产品品牌。建立富硒农产品
销售网络，让富硒农产品进入千家
万户；加大对富硒农产品的宣传力
度，营造全社会共同补硒的良好氛
围，促进广西农业新兴产业发展、
人民健康长寿。

“推进全民补硒行动，是一项关系亿万人民身体健
康的大事，喷施宝公司将抓住有利机遇，充分发挥品牌
优势，为发展壮大广西富硒产业作出新的贡献。”广西
喷施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林表示，目前，该公司
已研发成功富硒有机水溶肥料并正在大力推广普及，致
力于让普通老百姓也吃得起富硒农产品。

目前，自治区农业厅成立了“广西富硒农产品开发
领导小组”，安排资金扶持建设 30个生产示范基地。

广西加快开发富硒农产品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 石晶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获悉：涉及青海祁连县 7 个乡镇 1522.05 万亩草场的祁
连有机畜牧业活体认证工作，目前已经全部完成。这意
味着祁连县成功申报全国最大的天然有机牧场。

据悉，2014 年祁连县有机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共
投资 1389.75 万元，用于有机认证相关工作，包括投资
621.3 万 元 用 于 天 然 有 机 牧 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投 资
533.75 万元建设有机牦牛藏羊肉冷链销售设施等，还
委托青海大学研发祁连县有机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信息
发布公共平台，并已完成上千头只的牛羊肉质量追溯实
验。预计 2015 年 4 月底，整个追溯平台将对公众开
放。截至 2014 年 10 月，该草场已通过相关土壤、水
质、空气等养殖环境以及养殖牛羊肉质的监测，各项指
标均达到有机产品生产标准，现在有机畜产品活体认证
申报材料已通过省级审定，并已通过北京中绿华夏有机
食品认证中心审核及现场检查。

青海成功申报全国最大有机牧场
将开放有机产品质量追溯平台

本报喀什 1 月 8 日电 记者乔文汇、通讯员段玉莲

报道：今日上午，新疆喀什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由海关
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十部委
联合验收组的验收，成为新疆第二个、南疆首个综合保
税区。

喀什综合保税区于 2014 年 9 月 2 日经国务院批准
设立，首期规划面积 3.56 平方公里。主要规划设置保
税仓储、保税物流、保税加工、展览展示、口岸操作、
航空货运和综合配套服务等七大功能区，具备国际中
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
功能。据喀什海关关长李世瑞介绍，目前已有 15 家企
业与喀什综合保税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超过
30 亿元。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后，进一步推动喀什将
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新疆外贸发展和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

新疆喀什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
助力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去年底，上海
雪榕集团和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正式签约，集团将在 3
至 5 年投资 20 亿元建设食用菌产业园。毕节市委农工
委专职副书记潘国元介绍，引进雪榕集团投资建设食用
菌产业园，将辐射带动全市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

“全市正围绕蔬菜、中药材、草地生态畜牧业、核
桃、优质水果、优质烟叶、优质马铃薯、高山生态有机
茶、特色杂粮、高品质油菜‘十大特色产业’，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建设优质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潘国元说。毕节市农委农产品加工科
科长陶宇分析了毕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比较优势：首
先，动植物品种繁多，有原料基础。其次，种养业已具
备一定规模，有上游产业支撑。再次，交通条件正在加
快改善，物流成本将大幅降低。最后，毕节农产品知名
度和美誉度正在提高。

贵州毕节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
着力 10大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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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州：建设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核心区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通讯员 崔金鑫

山西朔州位于草食畜牧业黄金产业带上。依托区位优势，朔州大力

实施畜牧经济领头雁工程，建设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核心区。按照由农

转牧、以牧为主的思路，朔州的畜牧业迅速发展起来，扬长补短的现代农

业不仅富了“羊倌”、“牛倌”，也为盐碱滩上的农民创造出新的致富之路

北纬 39 度至 40 度，是国际公认的草
食畜牧业黄金产业带，山西朔州就位于这
条金色飘带上。除水草丰美外，这里还毗
邻京津、交通便利，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小
杂粮生产基地、优质奶牛和肉羊主产区，
还保障着京津地区的菜篮子供应。

依托大自然的馈赠，朔州市大力实施
畜牧经济领头雁工程，建设雁门关生态畜
牧经济核心区，谱写了一曲牛羊肥壮、

“畜”势腾飞的当代牧歌。
“这些荷斯坦奶牛每头能年产 9 吨

奶，比国内的奶牛品种高出一半。”恒天然
应县牧场群阳光牧场负责人郭邦告诉记
者。据悉，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乳品贸易
量 占 全 球 的 40% ，我 国 乳 品 进 口 量 的
60%由该集团供应。

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商为何不远
万里来朔州应县建立奶源基地？恒天然
集团应县牧场群总监罗瑞回答：“这里饲
草充足，设施完善，劳动力丰富，并且临近
消费市场。而当地政府的热情服务，也使
我们的牧场建设工作更加高效。可以说，

这是草食畜牧业黄金产业带上的一个黄
金项目！”记者了解到，总投资 15 亿元的
恒天然应县牧场群占地 3200亩。

同样规模的项目，在山阴县、朔城区
等地也已起步。根据规划，朔州三大牧场
群奶牛养殖量将达到 5 万头。为使龙头
项目发挥最大作用，朔州市通盘考虑，比
对国际一流标准，根据布局分区、生态环
保、可持续发展等因素，高标准、高起点地
完成了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

养羊是南小寨村民的传统营生，然而

历史上发了“羊财”的人却没有几个。自
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启动以来，朔
州市大力实施领头雁工程，南小寨被列为
全县肉羊育肥屠宰产业的中心区。从此，
村里的羊走出各家小院，住进了统一的大
羊舍，园区化发展的现代养殖模式给这里
带来了全新的生机。

如今，这个只有 2470 人的村子，年养
羊 140 万只，人均年养羊收入在 6 万元左
右，已经形成从养殖、屠宰、羊产品加工到
羊皮羊毛生产产业体系。

“我们要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甚至翻
番，必须依靠产业发展，而最现实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大做强现代畜牧
业。”朔州市委书记王安庞说。

事实上，自山西启动雁门关生态
畜牧经济区建设以来，在朔州，不仅
涌 现 出 不 少 像 南 小 寨 这 样 发 “ 羊 财 ”
的小山村，还出现了奶牛大县、肉羊
强县、牧草大县。目前，朔州市奶牛
存 栏 18.1 万 头 ， 肉 羊 饲 养 量 480 万
只 ， 鲜 奶 产 量 50 万 吨 ， 全 市 奶 牛 存
栏、肉羊出栏、鲜奶产量、人均畜产
品占有量、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连续
多年保持全省第一。

由农转牧、以牧为主的思路使畜牧业
在朔州迅速发展起来，扬长补短的现代农
业不仅富了“羊倌”、“牛倌”，也为盐碱滩
上的农民创造出了新的致富之路。

朔州市市长李海渊介绍，“下一步奶
牛、肉羊、肉牛、种草、畜产品加工等主导
产业将占到全区产值的一半以上，朔州要
争当雁门关区的‘领头雁’。”

岁末年初，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不断传来喜讯：上海港预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3520 万标准箱，继续排名全球第
一；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中远
泗水轮”从上海港捎带集装箱货物驶往
天津、青岛两个港口，标志着上海自贸试
验区中资非五星旗船沿海捎带业务试点
正式启动。

此外，浦东机场第四跑道通过竣工
验收并试飞成功；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
楼改造项目获批；自上海前往欧、美、非
洲重要国际长航线加密，上海与世界各
地的空中往来更为频繁⋯⋯2014 年，上
海两场预计实现旅客吞吐量 8800 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35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5.6%。从海港到空港，在过去的
一年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火花四
射；从硬件到软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
务能级持续跃升。

记者了解到，在苦练硬功夫之际，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也在悄然提
升。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工作推进小组
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
表示，“软实力”主要表现在四个点上。
首先是促进功能性机构集聚，比如中国
船舶动态监控中心、上海船员评估示范

中心相继获批在沪设立；上海国际航空
仲裁院、中国贸促会上海海损理算中心
等重点航运服务机构落户上海。其次是
口岸服务环境完善，比如国际航行船舶
进出口岸动态审批和查验实现无纸化，
空运出口货物通关实现全程无纸化。第
三是市场监管和信息服务不断优化，国
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价备案正式实施，
国际海运集装箱班轮运价备案也进入了
精细化备案模式。最后是航运金融服务
功能开始显现。目前，在沪航运保险运
营中心达到 9 家，上海航运保险协会成
功推出首个协会条款。

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外商独资设立

船舶管理公司在国内受限，自贸区“负
面清单”以及服务业开放措施，打破了
这一禁区。去年年中，通过上海浦东航
运办等部门牵线搭桥，上海润元船舶管
理有限公司、海工船舶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马士基船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
3 家外商独资船舶管理企业相继落户浦
东，成为上海首批外资船管企业。来自
德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 6 家国
际船管企业正在办理工商注册手续，其
中 包 括 全 球 第 四 大 船 舶 管 理 企 业
FLEET。

在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看来，上海
自贸区的优势不仅在于能够吸引国际企

业，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
新，增强国内企业的动力和活力。在中资
非五星旗船沿海捎带业务试点正式启动
时，他表示，这是我国首次试行中资非五
星旗船沿海捎带业务，对于吸引我国沿海
港口货物回国中转，拓展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服务功能，降低海运物流成本，具有重
要意义。他说，相关政策的效应不断放
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收获更多制
度创新的成果，上海自贸区建设红利也将
惠及更多的行业和企业。

孙建平说，依托自贸区，诸多航运政
策已经在破冰过程中。比如，在交通港
航业扩大开放方面，允许外商以独资形
式从事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上集
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公共国际船舶代理
业务外方持股比例放宽至 51%。

孙建平说，2015 年上海将主动对接
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和“海运强
国”等国家战略，夯实港航物流服务基础，
提升现代航运服务水平，打好三张牌：

第一是航运领域改革创新。做好航
运领域新一轮负面清单修订，探索建立
场外航运衍生品交易平台，推动浦东机
场货邮中转监管模式创新，通过地方立
法固化航运领域创新成果；第二是航运
服务体系功能完善。推动航运服务功能
区域建设，吸引亚洲船东协会联合会常
设秘书处等航运服务机构落户上海，推
进航运保险电子发票上海试点工作，推
动建设上海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中心；第
三是集疏运结构优化调整。推进洋山深
水港区四期工程建设，加快 E 航海示范
区建设，推动跨航空公司的通程联运业
务合作。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图为航拍的上海自贸区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图为航拍的上海自贸区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在建设长江经济带、打造“一

带一路”和“海运强国”等国家战

略，以及建设上海自贸区等一系

列重大利好举措的推动下，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持续提速。

2015 年上海将夯实港航物流服

务基础，提升现代航运服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2014 年
前 11 个月，上海港共靠泊邮轮 250 艘
次 ，同 比 增 长 33% ；邮 轮 旅 客 吞 吐 量
116.55万人次，同比增长 60.1%。

在一般市民看来，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似乎距离人们的生活比较遥远。但

是，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告诉记者，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
的邮轮产业，其实就在市民身边。

她说，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自建成运营以来，已经从 2012 年试运
营第一年接靠邮轮 60 艘次，接待出入

境游客 28.4 万人次，增加到 2013 年接
靠 127 艘次，接待游客 62 万人次，再增
加到 2014 年预定船期 222 艘次，接待
游客达到 110 万人次，超过新加坡成为
亚洲第一大邮轮母港。2015 年，可容
纳 4180 名游客的“海洋量子号”也将来
到吴淞口运营亚洲航线，将进一步提升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世界影响力和邮
轮产品的品质，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辐射力。

国际邮轮港提升航运中心辐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