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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记者从青海三江源生态
保护和建设办公室了解到，三江源二期保护工程项目实
施面积在原先 15.23 万平方公里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24.27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39.5 万平方公里，涵盖玉树、
果洛、海南、黄南４个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格尔木市境内的唐古拉镇，进一步遏制该地区生态退
化趋势。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主任李晓南介
绍，青海省着力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
进，设立近 6 万个生态保护公益岗位，有效调动了当地群
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青海三江源二期保护工程扩容
新增加 24.27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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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截至今年 1 月，广
西南宁市 6 县“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项目建设共 20 个，
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 71 个，建成垃圾处理设施 3105 处，
南宁市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已达 100%，市辖 6 县平均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已达 70%以上。

“美丽南宁·清洁乡村”活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南宁市
城管局重点对城乡接合部、沿江沿路、镇圩市场、城中村、
池塘沟渠、景区景点、畜禽栏圈、公共场所等开展整治“八
种乱象”行动，确保如期实现“清洁家园”专项活动目标任
务，并为每个乡镇、行政村配备垃圾清运车。

为解决各区、县、乡照明设施不足问题，南宁市城管
局挖掘从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更换下来的废旧路灯设施
资源，无偿调拨了旧路灯 200 杆、旧庭院灯 155 杆、旧灯
具 6800 套给江南区、西乡塘区、宾阳县、上林县等县区，
用于乡村照明基础设施建设。

福建诏安着力培育青梅产业
去年青梅产品出口货值 4681 万美元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由福建诏安县委、县政府
主办的诏安青梅产业推介会，日前在当地青梅主产区红
星乡举行。活动以青梅产品推介展销和订单签约洽谈为
重点，举办招商推介、项目签约、产品展销、摄影采风、书
画交流、旅游观光等活动。

推介会上 18 个项目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总投资
61.55 亿元，其中与青梅产业相关的项目占 8 个，共投资
28.05 亿元。此外，来自安徽、广东等地的 16 家青梅收购
企业还与当地收购商签下 2.4万吨青梅收购协议。

诏安县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青梅之乡”。全县
约有 20 万梅农，青梅种植面积达 12.8 万亩，年产量 8 万
吨，现有青梅加工企业 100 多家，是全国最大的青梅生
产、加工和出口创汇基地。2014 年，诏安青梅产品出口
货值达 4681万美元，同比增长 10.6%。

四川建设长江上游航运物流中心
的步伐又向前迈出一大步。2 月 1 日，
成都、武汉、泸州 3 市在成都签订港口
物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推动港口
间规划合作、建设合作、通道合作等
达成一致意向。

港口物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订，拉开了成都、武汉、泸州以“新
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纽
带，整合资源优势，全面深化港口物
流和产业发展合作的新序幕。根据框
架协议,三方将在充分合作的基础上，
以互联互通为主题，重点加快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成都—泸州铁水联
运通道和公水联运通道、泸州—武汉
内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促进“蓉欧
快铁”、“汉新欧”互补合作；加快三

市港口 （无水港） 和公水、铁水联运
口岸设施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尽
快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形成内陆无水
港、长江水运港、沿海国际港口的无
缝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提高泸
州—武汉段航道等级，优化泸州港、
武汉新港港口水域通航环境；全力推
进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和海关区域通
关一体化改革，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和
数据交换中心；制定促进 3 市物流发展
的优惠政策，吸引腹地货源向成都、
武汉、泸州集并，提高成都—泸州—
武汉物流通道的竞争力。

3 市对加强港口物流合作前景充满
期待，成都、武汉和泸州是长江中上
游的重要城市，承担着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使命，合作空间和潜力

巨大。建立 3 市港口物流发展合作机
制，推动港口间规划合作、建设合作
和通道合作，对积极构建更加便捷高
效的物流大通道，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打造辐射中西部、面向长江全
流域的物流大通道具有重要的现实和
长远意义。

地 处 长 江 上 游 的 四 川 ， 拥 有 宜
宾、泸州两大港口。事实上，在泸州
联合成都、与长江中游城市武汉在政
府层级达成港口物流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之前的 2010 年，在宜宾港建成投运
之际，宜宾港即与上海港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实现了江海联运，实行了信
息、业务、管理“三个一体化”，从内
陆到沿海一站通达。4 年间，完善的
水、公、铁、空立体交通网络，广阔

的腹地资源市场，以及与上海港“三
个一体化”高效运作模式，创造了宜
宾港运营的发展奇迹。自 2010 年 12 月
29 日开港以来，宜宾港的集装箱吞吐
量从 2011 年的 8053 标箱迅速跃升到
2014 年的 120316 标箱，实现了连续
3 年翻番，年均增长达 151%。

成都、武汉、泸州签订港口物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长江上游航运物流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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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临近春节，
无论是海口市的蔬菜生产者、销售者还是
消费者，都发现“菜篮子”有了喜人变化。
这种“菜篮子”工程全产业链条的转变，源
于海口市政府摸索出的多种“菜篮子”生
产新模式：菜地直通菜篮子、六统一分、工
业理念种植。

海口加旺农业公司和南北蔬菜批发
市场创造了“菜地直通菜篮子”模式。海
口加旺农业公司董事长龚农是海口两家
公益性蔬菜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4 年
12 月 24 日，海口市市长倪强带着多位农
业龙头企业负责人首次到马坡洋万亩蔬

菜基地考察土地状况，鼓励他们在政府引
导下参与叶菜基地的扩建种植。今年 1
月初加旺公司在马坡洋租赁了 510 亩土
地，将荒地开辟成新菜地。“现在我左手是
蔬菜批发市场，右手是蔬菜生产基地，自
产自销，中间环节彻底免掉，真正实现菜
地直通菜篮子，市民买菜价格自然会低很
多！”龚农说。

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将蔬菜生产基地
选址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石塔村，准
备将这里建成 600 亩的城郊常年蔬菜生
产基地。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
林雄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土地平整

后出租给组织起来的基地周边农户，并完
善生产设施，免费提供种苗。与加旺农业
公司有所不同的是，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将
利用与市区距离近的特点，规划一处小型
田头蔬菜批发点，方便市民和摊贩直接到
田头购买蔬菜。

据统历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洪光益介绍，该社采取“合作社+农
户+基地”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合作社
统一采购肥料、农药、种子，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并分户种
植。今年 1 月该合作社已在马坡洋新增
蔬菜种植基地 100 亩，目前已种上 5 亩

芥菜并育苗 50亩。
罗牛山公司和海南星广地公司利用

自己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和资本优势，
通过大批量、系统化种植，正在探索“工业
理念种植”的新模式。

倪强表示，海口在探索有效模式的
同时，必须做实“五个无缝对接”——
菜地与终端市场的无缝对接、市场与市
民“菜篮子”的无缝对接、政府服务与
企业及合作社的无缝对接、龙头企业与
合作社的无缝对接、菜农与企业及合作
社的无缝对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市民
吃到平价蔬菜。

菜地直通菜篮子 六统一分 工业理念种植

海口力保市民吃上平价蔬菜

自 2005 年起，辽宁省抚顺市开展城
市大规模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工程，如今
已经让近 40 万昔日棚户区居民住上宽敞
明亮的楼房，为抚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一
股活力。

10 年来，抚顺市共投入资金 74.58 亿
元，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 12.17 万户，拆
迁改造面积 433.71 万平方米，新建安置
房 面 积 680.19 万 平 方 米 ，受 益 人 口 达
39.86万人。

“抚顺棚户区改造不是简单地拆掉旧
房，让棚户区居民搬进新房，而是与推
进城市发展和经济转型相结合，与土地
资源整合相结合，与促进就业再就业相
结合，与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核心
竞争力相结合，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相结合的‘大棚
改’。”抚顺市建委住宅建设处处长鄂成
海说。

2005 年 4 月，抚顺把棚户区改造确
立为建设和谐抚顺的“一号民生工程”，举
全市之力推进棚户区改造。10 年来，抚
顺坚持统筹兼顾，建设崭新整洁的住宅小
区，棚改新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 14.01
平方米，人均增加 4.02 平方米。通过实
施棚户区改造大配套建设，新建、扩建自

来水厂、变电站等配套设施 60 座，铺设地
下管网 610 公里，解决了吃水问题，结束
转供水、转供电的历史。通过加大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高水平新建道路 75 条、桥梁
2 座，新开辟 7 条公交线路，完善城市功
能。通过整合医疗和教育资源，建立设置
卫生服务机构 33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46
所，有效解决棚改居民就医和子女就学的
难题。为让棚改新区有一个良好居住环
境，抚顺还推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工作，
拔掉 12 万根小烟囱，完成绿化硬化面积
300余万平方米。

抚顺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模
式，以市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各城区政府
和相关企业作为责任主体，推进棚户区改
造。抚顺市政府作为投资主体，通过采取
银行贷一块、财政补一块、社会捐助一块
等渠道筹措棚改资金。

在顺城区一处在建的棚改新区，两侧
紧邻万科、恒大等高端住宅。这一项目虽
地处“豪宅”中间，但外立面、楼间距等硬
件丝毫不差。承担这一建设项目的大连
三丰集团董事长马国君表示，企业在质量
上不打折扣，参与棚改是一次向社会展示
企业形象的好机会，企业要打造最好的棚
改住房。

抚顺棚改正变“输血”为“造血”，如今
棚户区改造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成为城
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抚顺建设好回迁
居民住房的同时，正在采煤沉陷区规划建
设“东北记忆”广场，运用实物展示东北地
区的工业文明发展史；还将运用沉陷区不

平的地貌打造越野车运动公园，并建设商
贸城带动服务业发展。抚顺市市长栾庆
伟说：“既要把群众住房就业安顿好，又要
将采沉区纳入城区总体经济布局，让二次
棚改成为抚顺市建设新经济区的重要助
推力。”

2006 年建成的古城社区是辽宁抚顺
最早完成棚改工程的社区之一，记者日前
在古城社区看到，昔日低矮破旧的平房和
泥泞不堪的小路已不见踪影，一排排整齐
的新居民楼、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和一个
个社区广场让这里旧貌换新颜。

为让每一位回迁的棚户区居民“住得
进、住得稳”，抚顺结合棚改居民回迁办理
入户手续，摸清所有回迁人员特别是下岗
失业人员情况，推出“订单式”、“援助式”、

“组合式”、“输出式”等多种普惠制培训，
做到培训与实用、就业、输出、援助相结合
的“四结合”。通过扶持无围墙企业、社区
服务业、家庭手工业，提供公益性就业岗

位等办法拓宽就业渠道，使棚改新区内有
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人员几乎全部实
现就业再就业。

顺城区葛布街道新地社区居民白丽
娟，一家人原来居住在 20 平方米的低矮
平房内。她身患腿疾下岗在家，生活十分
困难。2005 年 11 月，白丽娟一家作为第
一批住进棚改新区的居民，搬进居住面积
50 平方米的新家。“入住那天，社区干部
帮我办理了配户手续，党员为我搬家，工
会还为我家买了生活用品。搬进宽敞明
亮的新居，我的心情也敞亮了。”白丽娟
说。如今，她在社区帮助下已找到工作，
一家人过上了新生活。 （大 鹏）

让棚户区居民“住得进、住得稳”

棚户区改造为抚顺增活力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目前宜宾到重庆是三级航道，通行
能力是昼夜1000吨级。建议尽快启动
川江段险点（滩）的整治，争取将川江段
航道“三级升二级”改造工程列入交通
运输部“十三五”规划，加快对航道进行
改造升级，增加大吨位船舶通航能力。
三级航道升为二级后，通航能力最低限
制可以达到 2000 吨级。同时，按照打
造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积极争取将连接港口的公路、铁路纳入
国家路网规划，加快宜西、成贵、渝昆、
川南城市群城际等铁路建设，加快宜
攀、宜昭、宜毕、宜叙等高速公路建设，
实现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无缝衔接。

合理有效利用两港及省内长江岸线
资源，依托宜、泸两港打造长江上游航
运物流中心，可将川南、攀西、滇东
北、黔西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连为
一体，有利于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
发、开放的新格局，对于四川及周边地
区深度融入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打破物流成本高制约瓶颈，畅通“川字
号”产品东向出川大通道，提升企业对
外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川省政协委员曹丰平——

加快航道改造升级

四川省政协委员曹丰平——

加快航道改造升级

本报兰州 2 月 3 日电 记
者 陈 发 明 李 琛 奇 报 道 ：
2014 年，甘肃省第三产业增
加值达到 3009.61 亿元，增长
9.5%，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4%。据悉，这也是甘肃第三
产业比重 10 年来首次超过第
二产业。

记者从甘肃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2014 年，甘肃全年
实现生产总值 6835.27 亿元，
比 2013 年增长 8.9%。其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900.80 亿
元，增长 5.6%；第二产业增
加 值 2924.86 亿 元 ， 增 长
9.2% ；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3009.61亿元，增长 9.5%。

甘肃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和
重化工基地，产业结构也一直
以能源和重化工为主导，工业
发展依赖于石化、有色、冶
金、煤炭等传统产业。2014
年，受价格和消费需求等因素
影响，甘肃传统的经济结构受
到重大冲击。

“为此，甘肃省委、省政
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甘肃省
统计局局长樊怀玉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去年，在相关政
策扶持下，甘肃生产性服务
业、交通运输、现代物流、文
化产业等领域增长较快，为支
撑 全 省 经 济 平 稳 运 行 打 下
基础。

据了解，面对工业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的压力，甘
肃省大力促进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科技服务、保险
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产业发展，满足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同时，甘肃通过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2014 年，全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132.91 亿元，
较 2013 年 提 升 25.65% ， 呈 现 持 续 快 速 增 长 的 良 好
态势。

第三产业比重十年来首超第二产业

—
—

甘肃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