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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楼林立的重庆解放碑
商圈，仅有 21 层、修建于上个
世纪 90 年代的“邹容广场”并
不显眼。不过，就是这座外墙
略显斑驳、入驻企业不过 50 多
家的写字楼，每年创造税收近
10 亿元。记者近日在渝中区
采访时了解到，该区目前共有
商 用 楼 宇 300 多 栋 ，面 积 近
900 万平方米，其中，像邹容广
场这样年纳税贡献超亿元的商
用楼宇就有 22栋。

渝中区是重庆的老城区，
土地资源稀缺，基本没有农业
和工业。在这里，第三产业占
比超过 95%，其中 60%以上是
以金融、现代商贸、文化产业、
互联网产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

“楼宇经济是化解区域经
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稀缺矛盾的
有效途径。”渝中区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渝中区是重庆
市唯一的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区，该区近年来不断建设
和培育特色商务楼宇，吸引总部企业和高端业态集聚。

渝中区在推进楼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老
旧楼宇的外立面、硬件设施、配套环境等进行改造，推进
建筑节能改造、信息化和智能化工程；另一方面，加快建
设高品质商务楼宇，推进化龙桥、朝天门两个主城十大商
务集聚区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引进和扶持一批资质高、服
务好的品牌物管企业，提高了商务楼宇的物业管理服务
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助推楼宇经济获得更大效益，渝
中区还专门成立了楼宇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支由街道办
事处、国税、地税等部门组成的服务团队，让企业足不出
楼宇就可以办理工商、税务、质监、公安等相关业务。

楼宇经济不断创造出巨大价值，成为渝中区现代服
务业提速发展的新引擎。数据显示，渝中区目前已经集
聚了总部型企业近 200 家，楼宇经济税收贡献超过了区
域总税收的 50%。

重庆渝中区

：

楼宇经济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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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重 点 推 进 六 大 民 生 项 目
涉及交通、水利、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今年广西重点推

进 6 项重点民生项目，涉及交通、水利、保障性住房建设、
农房保险、幼儿园建设、村屯绿化等方面。

广西将筹措 24 亿元，建设“千村通公路”项目，完成
7500 公里建制村和 500 公里农林场分场沥青（水泥）路
建设；筹措资金 15.5 亿元，实施农村居民安全饮水工程，
解决 260 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困难问题；筹措资金 1 亿
元，实施千万农户住房保险工程，为全区约 1000 万户农
村居民住房购买政策性保险；筹措资金 28.42 亿元，建设
城镇保障性住房，完成 20 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的新建和
改造任务。其中，计划新建公租房 5.9 万套、改造棚户区
14.1 万户；筹措资金 6 亿元，新建 181 所幼儿园，扩大农
村学前教育资源；安排 4 亿元，重点实施 5000 个自治区
级绿化示范村屯建设。

深圳宝安：

由“世界工厂”到产业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
为此，海南着力打造中国旅游特区，建设
休闲天堂、人居天堂、购物天堂等“8 大天
堂”，开启国际旅游岛建设升级版的新
征程。

“我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别
人干什么就简单复制，攥着金子找宝，要
从发挥海南的独特比较优势来破题，把
打造世界一流的旅游特区作为海南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海南省
委书记罗保铭说。

海南有打造中国旅游特区的底气。
从传统的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到免税购物
游以及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游、乡
村游等，海南不断涌现的旅游新业态和
丰富的旅游产品能够满足游客多元化、
个性化的需求。当前，以旅游业为龙头
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海南的主导产业。
海南接待过夜游客从 2009 年的 2250 万
人次增加至 2014 年的 4060 万人次，旅
游 总 收 入 从 211.7 亿 元 增 加 至 506.5
亿元。

“打造中国旅游特区，建设‘8 大天
堂’，海南有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海南
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说，旅游特区关键
在于“特”字，比如海南有国家赋予的国
际旅游岛离岛免税、离境退税购物政策，
有海棠湾这个亚洲最大的免税购物中
心，离岛免税政策的限购金额也从过去
的 5000 元提高到 8000 元，最近又增加
了 17个品种。

“旅游业带动性强、关联产业多达上
百个，‘8 大天堂’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发

挥旅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带动作用，
加快旅游业与文化、卫生、商业等产业的
融合发展，在将海南建成中外游客度假
天堂的同时，增加更多创业、就业机会，
实实在在地帮助百姓增加增收致富的渠
道。”海南省省长助理、旅游委主任陆志
远告诉记者。

打造中国旅游特区，为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经过 5 年建
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从‘一带一路’战略角度来看，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在陆地、海洋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上，海南虽然已经取
得进步，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次，陆
地与海洋的产业结合上，比如海洋旅游
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上，还有很大空间。
此外，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上，也有很大空
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
福林表示。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海口“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的机
场航站楼扩建工程，一季度建设超进度
完成。

位于海口市海甸溪入海口北侧的丹
娜国际游艇都会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
天。“这个项目一季度已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 64%。”海口市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
员会主任陈昊旻说。

“海棠湾的基础设施已经逐步完善，
旅游业服务业初具规模，正在朝综合性
的旅游度假区发展，今后将在医疗健康、
文化演艺、免税购物等方面寻求突破。”
三亚市市长吴岩峻说。

目前，三亚正在加快推进凤凰岛国
际邮轮港二期工程，积极策划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航线。博鳌机场日
前已开工建设，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二期
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项目建设今年也将全面
铺开。

今年海南将加快推进服务业转型升
级，加快培育互联网产业、健康医疗、文
化创意、楼宇经济等服务业新增长点。

“我们对海南打造旅游特区有信心，
有共识，下一步关键是要实干。”林回福
说，海南要继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旅游产品结构，丰富旅游产品，同时
加强社会管理，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升级版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北京 5 月 7 日讯 记者顾阳报
道：海关总署日前分别出台措施，支持粤
津闽新设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据悉，
海关总署从全面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
区经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服务自
贸试验区改革需求以及实施海关监管制
度创新和海关安全高效监管等方面，对
3 个新设自贸区分别拟定了 25 条支持
措施。

在创新监管制度上，海关将积极推
进口岸部门综合执法试点和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深化海关区域通关一
体化改革，强化海关间协作和互认共享，
实现跨地区海关互联互通。对自贸试验
区企业实施工单式核销和自核单耗试
点。实行“一地注册全国申报”制度。逐
步建立涵盖所有涉税担保业务、所有通
关现场的税收总担保制度等。

在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上，
将在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实施选
择性征收关税政策，支持企业生产加工、
物流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区内外政
策衔接、监管联动、服务高效。支持自贸
试验区内其他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转型为综合保税区。

在支持新兴贸易业态发展上，将进一
步优化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支持自贸
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融资
租赁、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维
修、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和保税展示交易等
保税服务业务。

在培育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将加大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维护国家意识形态

安全，依法打击走私，维护自贸试验区健
康发展环境。

此外，海关总署还根据粤津闽 3 个自
贸区不同的战略定位，分别提出了支持广
东自贸试验区发挥区域产业优势，促进粤
港澳海关合作，创新粤港、粤澳快速通关
模式；支持天津自贸试验区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海关多

式联运监管体系等；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
闽台经贸合作，促进对台贸易便利化等
措施。

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同步研究制定了
与《海关支持措施》相配套的《海关监管方
案》，更好地规范海关监管服务，创新海关
监管制度，支持和促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和
发展。

海关总署支持粤津闽自贸区建设发展
分别拟定 25条措施

本报讯 记者刘麟、通讯员李洪雄报道：日前，由
吉首大学“中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研究”
课题组等推出的连片特困区蓝皮书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
展报告 （2014-2015）》 在北京发布，并得到国务院
扶贫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肯定。

连片特困区是一类特殊类型区域，不仅城镇化发展
滞后，而且其城镇化研究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
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 （2014-2015）》，从理论与实
践、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视
角，对 2004 年以来我国 14 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口城镇
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进程及特征研究，并基
于各连片特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时空演变趋势，结合
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从产业、人口、空间形态创
新等方面对片区城镇化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案提出了具
体的对策建议。为关注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与区域发
展的社会各界提供了及时翔实的第一手信息，也为连片
特困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发布
为连片特困区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从 1978 年深圳市首家“三来一补”企
业落户到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后，今天的
深圳市宝安区迈开了转型的步伐：一边是
传统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集体淘汰，一边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崛
起。一场产业聚集由数量转向质量的变
革正在这里悄然发生。

宝安目前已全面展开“工改工”的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一批旧工业区、旧厂房
腾笼换鸟，打造出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宝安区区长王宏彬告诉记者：“在转
型升级中，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可忽视。”

桃花源科技创新园高新奇分园几年
前还是深圳高新奇集团的生产基地，早年
的 高 新 奇 是 知 名 的 出 口 电 话 机 大 王 。

2010 年，高新奇把包括电话机产业在内
的一批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至惠州，取而代之的是如今集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上市企业培训基地等为
一体的高层次新型高科技产业园区。为
解决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投资
及流动资金问题，园区还专门配备了两只
创投基金，并联合两家合作银行对园区进
行整体授信。此外，园区还建设了配套高
端公共服务平台，将园区打造成了名副其
实的“科技服务平台”。

经过 2 年多的运营，目前高新奇分园
内已聚集一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为主的近 100家企业。据王
宏彬介绍，宝安现在共有 28 个科技创新
园，入驻孵化企业 1933家。

缺乏科研院所曾是宝安发展的短板
之一。宝安区委书记田夫告诉记者，为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宝安致力于以企业为主

体布局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深化产学
研合作，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行业协会
共建技术创新联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今年2月，由深圳市
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东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等35家机器人企业与科研机构、
金融资本、产业孵化园区共同发起建立的
宝安区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成
立，为宝安区乃至深圳机器人产业链企业
搭建产学研资介协同创新的交流平台。

大富科技公司董事长孙尚传表示，宝
安区内从事机器人的企业众多，涵盖了机
器人产业制造的多个环节。打造产业联
盟能使行业企业实现“抱团”发展，有效抢
占产业链竞争的先机，也能让产业获得长
足的发展，为产业链的完善与成熟提供了
先决条件。

随着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深化，宝安区
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2014

年，宝安区专利授权总量达 11352 件；发
明专利申请量 2533 件，增长 29.5%，授权
量 699 件，PCT 国际专利 398 件，均位居
深圳前列。

旧工厂腾笼换鸟、深化产学研合作、
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已让宝安区尝到
了甜头。2014 年，宝安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368 亿元，增长 9.6%，增速在深圳
市各行政区中排名第一。如今的宝安区，
正成为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标杆
和深圳西部技术创新中心。

“走创新驱动之路，必须尊重市场运
行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宝安市场化程度
高、企业创新活力强、科技创新成果需求
大的优势，方可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的通道，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质创
新成果为我所用，在宝安开花结果，将创
新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田
夫指出。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随着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的正式揭牌，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台湾食
品“源头管理、口岸验放”管理规定》试点
项目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正式实
施 ，台 湾 地 区 输 大 陆 食 品 将 实 现 快 速
验放。

据了解，该项目在“台湾地区输大陆
食品快速验放促进计划”的基础上，为台
湾生产企业和区内进口企业提供了更便
利的通关条件，由每批货物提供第三方检

测报告改为定期提供一份有资质的检验
检测机构出具的该类食品安全卫生项目
的检测报告，检验检疫机构定期对加入该
项目的同一食品生产企业的同类食品完
成 1次卫生指标的抽查验证。

“台湾地区输大陆食品快速验放促进
计划”是厦门市 2014 年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方案中拟重点突破的事项，2014 年底
在厦门口岸开始试行。该计划本着“同等
优先、适当放宽、风险可控”的原则，对台
湾输大陆食品按照“源头管理、结果采信、

抽查验放”模式实施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截至今年 3 月，已有 5 家台湾食品化妆品
生产企业的 92 种食品化妆品申请通过了

“源头管理、结果采信、抽查验放”监管模
式的审核，共有 38 批、936 吨、483 万美元
的食品化妆品通过该模式实施了快速
验放。

目前，厦门自贸试验区内首家申请加
入该项目的进口食品收货人“厦门市盛香
味进出口有限公司”已经通过了厦门检验
检疫局的现场审核。

厦 门 片 区 进 口 食 品 实 现 快 速 验 放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慧敏 郑玮

娜） 截至 4 月 20 日，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政策实施整整 4 年。据海口海关统
计，4 年来三亚、海口两家免税店销售金
额达 134.74亿元人民币。

最新数据显示，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海关共监管三
亚、海口两家免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品
1744.92 万件，购物人数 467.49 万人次，

销售金额 134.74亿元。
四年来，海南离岛免税经历了两次

政策调整，通过提升消费额度、增加产品
种类、放宽热销商品单次购买件数限制
等，不断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离岛免税政策效应持续向好，带动
了海南旅游产业快速增长，海南全省旅
游收入不断增长，海南岛旅游接待量每
年以 11%左右的速度增长。

海南离岛免税累计销售额超134亿元

5 月 6 日，宣威市老房子村农民在挑选食用玫瑰花

瓣。云南省曲靖宣威市加快推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建设，去年投入资金 1100 万元，带动民间资金 10 亿元发

展特色产业，现已建成中药材、果蔬、花卉等 50 个特色种

植产业园区，带动全市 70 万亩特色产业发展，解决了农

民工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实现特色产业产值 26 亿

元。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位于海南岛北部的海口港。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