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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国民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 月 2 日发布的 2015 年 2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4.9%，比上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新订
单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不同
程度的回升。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辉认为，2 月份物流业
景气指数回落至 54.9%，但仍保持在较高区间。反映出
物流行业运行整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从企业规
模看，大型物流企业、中型物流企业和小型物流企业指数
均有回升，虽微型物流企业指数略有回落，但整体依然表
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后期走势看，新订单指数回升 2.1 个百分点，回升
至 55.3%，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回升 5.6 个百分点，回升至
65%，预示着进入 3 月份，随着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全面启动，物流经济将趋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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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杜驿夫报道：日前，安
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携全省 83 家农村商业银行共同
推出了金融创新产品——“社区 e 银行”。作为集快捷支
付、便民惠民和信用增值“三位一体”的移动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社区 e 银行”以移动支付手段为依托，着力打造
便民、惠民、利民的移动金融支付综合服务体系。

城乡居民通过“社区 e 银行”，可以浏览社区周边商
户的产品、服务和促销信息，在线预约下单，选择送货上
门或到店消费。商户通过免费在线开网店，线上向居民
推送商品和服务，吸引居民到店消费体验。对 83 家农村
商业银行而言，在为广大社区居民和商户提供快速、高
效、优质的移动互联网对接平台的同时，也通过这一平台
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通，通过聚集营销和聚合流量开展
金融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业务模式，从后台走向前
端；通过移动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掌握了客户的交
易数据和支付渠道，从而有助于深度挖掘客户的金融需
求，提高客户对银行服务的粘黏度和忠诚度。

目前，安徽“社区 e 银行”已由宣城、淮南、芜湖 3 家
农村商业银行在三地开始推广，网上商户覆盖餐饮、娱
乐、酒店等领域，发展线上商户 190 户，累计销售商品 2.2
万件，阶段性成效显现。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陈鹏表示，未来 5
年，安徽省 83 家农村商业银行拥有的手机银行用户将达
到 800 万户，“社区 e 银行”注册用户数将达到 500 万户，
3000 多家营业网点周边 50%的商户都将发展成“社区 e
银行”的商户，金融服务将真正覆盖“最后一公里”。

安徽“社区e银行”：

覆盖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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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桥梁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世
界桥梁建设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看欧美，
90 年代看日本，21 世纪看中国。“是这样
的，经过十几年的创新发展，我国桥梁建
设已经整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交通运
输部总工程师周海涛自信地说。

桥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也是一
国综合实力的展示。近年来，中国桥梁行
业已完成了从追赶先进到领跑世界的精
彩变身。中国桥梁不仅代表着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高水平，也成为展示中
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综合国力的重要
符号。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桥梁建设者们
创 造 了 一 个 跨 江 跨 海 的“ 造 桥 时 代 ”。
2008 年，世界最大跨径斜拉桥——苏通
大桥建成通车；2011 年，世界最长跨海大
桥——青岛海湾大桥用 41 公里的全长刷
新了世界纪录；2012 年，世界第一跨峡谷
悬索桥--湖南湘西矮寨特大悬索桥建成
通车；2015 年 3 月，被誉为“跨海新地标”
的港珠澳大桥实现跨度最大、主塔最高的
青州航道桥索塔的顺利吊装⋯⋯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公路桥梁总数达到 73.53
万座，总长度达 3978 万延米。在世界前
10 位跨海大桥、前 10 位跨径斜拉桥和前
10 位大跨径悬索桥中，中国分别以 5 座、
5座和 6座的成绩稳占半壁江山。

是什么支撑了我国桥梁业的这么多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桥梁建
设者搭建了一展身手的舞台。”周海涛介
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 增速一直
领先世界，2001 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
第 6 位，2010 年，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为桥梁行业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
础之上，我国不断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科学研究投入也持续增加，使我国桥
梁科研实力大幅提高，从而从追赶变成跨
越，创造出多个第一。

遥想 1957 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
下，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
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当时全中国都沸腾
了。改变了以往“长江上能建桥？那么宽
的江怎么建呢？”的传统想法。

如今，通过创新钻研，我国建出了多
座世界之最的桥梁。浙江舟山大陆连岛
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岛陆联络工
程。在毫无国际与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中
国建设者集思广益，发明并采用了世界上
尚无先例的分体式钢箱加劲梁，使主跨长
度居世界第二位的西堠门大桥顺利竣工，
并可抗 17 级超强台风，成为世界上抗风
能力最强的桥梁之一。

创新赢得认可。2005 年建成的长江
南京三桥成功解决了枯水季中完成桥梁
深 水 基 础 施 工 的 世 界 性 难 题 ，获 得 了
2007 年度美国国际桥梁会议“古斯塔夫
斯-林德恩斯”奖。2008 年，当今世界桥
梁界的最高殊荣——“乔治·理查德森
奖”，也花落中国，被授予了苏通大桥。这
意味着我国在“千米级斜拉桥结构体系、
设计及施工控制关键技术”上，已代表了
当代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

“我国不仅建成了一批技术复杂、科
技含量高的公路长大桥梁，还掌握了不同
类型桥梁结构设计、建造及养护等方面的
多项核心技术。中国的桥梁建设水平在
世界上是叫得响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许
春荣说。

近年来，围绕桥梁建设的重大技术需
求，我国还设立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同时依托桥梁工程建立了一批
工程技术研究机构。通过参与桥梁建设
重大科研项目，行业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机
构已成为高水平的科研基地，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及竞争力大幅提升。通过大型桥
梁工程的建设和科研实践，交通运输企业
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
部分龙头企业已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此
外，我国还在桥梁科研领域培养了一批高
学历、高职称，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秀桥
梁技术专家队伍，培育了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勇于创新的具有世界眼光的高
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我国建成了一批桥梁科研平台，培
育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培养了一支高水
平的科研队伍，为我国桥梁建设的跨越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周海涛说，“只有
不断的创新，才能在国际上打出‘中国桥
梁’的品牌，为全世界建设实实在在的‘百
年大桥’。”

靠创新打造桥梁强国
——我国推进桥梁建设成就综述（下）

本报记者 齐 慧

“2014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业规模
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8.5 万亿
元，连续 11 年年均增长率超过 20%，我国
农产品加工业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在
3 月 2 日举办的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协会农产品加工业分会成立大会上，中国
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戴小枫告
诉记者。

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正从快速增
长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变。“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
80%以上的农产品都是经过加工后上市
的，农产品增值达到 5 倍以上。且生产规
模大，集约化程度高，产出效率高。”戴小

枫介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急需转变发
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持续健
康发展。”

对此，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余欣荣认
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正处在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
重大机遇。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不断
增强，金融机构积极缓解融资难问题等，
都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工业化、信息化推进了农产品加
工设备的集成化、智能化、高端化；城镇化
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分工协作提供了良好

的载体，农业现代化为农产品加工业赢得
更大重视和支持提供了良好契机，城乡发
展一体化为农产品加工业平等享受便捷
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城镇
化率达到 54.77%，人均 GDP 约为 7485美
元，每年 2000 万至 3000 万农村人口进
入城镇，加工品消费大幅度上升，也为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生动力。

针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未来的发展，
余欣荣认为，应以财政补贴补助为导向，
以税收减免为杠杆，以金融支持为主体，
利用财政资金撬动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
等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同时，要推进农产品加工研发体系沟
通联系和互动，以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共
性技术设施装备问题为导向开展科研，加
快推进成熟技术设施装备示范与推广，选
择重点产区建立技术示范基地，探索新型
推广模式。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突出加强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以科研攻关项目为
引领，通过多出成果促进人才成长。加强
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依托阳光工程、
职业技能培训等资源，积极开展农村青年
创业富民行动，加快培育一批技能水平高
的生产能手和技能人才。”余欣荣告诉
记者。

农产品加工业步入质量提升阶段
本报记者 常 理

重庆重庆，，璧山璧山。。

这是一座拥有浑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这是一座拥有浑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走过走过 12571257年的置县足迹年的置县足迹，，刚刚启幕刚刚启幕““区区””字当头的字当头的““第二季第二季””发展图景发展图景。。

这是一座与自然共生的城市这是一座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碧波映城碧波映城，，城托青山城托青山，，人在景中人在景中，，城在画里城在画里。。

这更是一座吸附人心的这更是一座吸附人心的““一生之城一生之城”，”，从人的出生到终老从人的出生到终老，，生命中的每个重要节点都被高标准服务项目精准覆盖生命中的每个重要节点都被高标准服务项目精准覆盖。。

顺应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推动新发展推动新发展！！这里这里，，正突破思维定式正突破思维定式，，围绕围绕““千年璧山千年璧山，，深绿城市深绿城市””八个字作足文章八个字作足文章，，通过实施通过实施““三区一美三区一美””

战略战略，，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生态宜居区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生态宜居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统筹城乡先行区统筹城乡先行区，，打造和美璧山打造和美璧山。。

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生态宜居区

强化科技和信息支撑，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重视传统产
业“挖潜开荒”。继续实施“企业成长计划”，推进“政府投资瘦身，社会投资扩容”，
坚持“三道防线”控制政府债务，增强地区“混合动力”。

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以建成重庆生态宜居城市为目标，大力推进绿城、水城、古城建设，推进生态创
建，加快完善“绿岛新区”城市功能，完善外通、内畅、互联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人一生
中各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业“倍增计划”尽快落地。

坚持全区“一盘棋”，促进镇街差异化协调发展。推进璧北、璧南、璧西“三大基地”建设，
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深入推进生态镇街和生态村、社区创建和道口经济战略研究，
大力发展“周末经济”，完善街道与镇的结对帮扶制度。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工作，力争成为全
市统筹城乡的“前锋”。

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统筹城乡先行区 打造“和美璧山”，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用“改革”思维破解难题，统筹做好民生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做到“经济发展不欠社
会协调发展的账”。加快完成“22件民生实事”。挖掘地方文化，提升市民素质。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营造法治生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殷实”。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