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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土耕土种，经
济收益微薄，但在位于连云
港市赣榆区沙河镇的江苏雅
仕农场，记者看到的却是另
一番景象。占地 70 亩的育
苗中心里，只有三四个工作
人员在忙碌；无菌试验室里，
科技人员身穿白大褂在工
作，各种秧苗娇鲜欲滴。无
论是会自己行走的喷灌机，
还是能同时实现 3000 吨蔬
菜存储的预处理设备；无论
是太阳能生物杀虫灯，还是
实现种植生产远程控制的中
央自动控制室⋯⋯记者看到
了现代技术带给农业的翻天
覆地变化，感受到了现代农
业科技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沙河镇紧紧依
托雅仕农场等一批现代农业
企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全
力打造现代农业升级版。”沙
河镇党委书记穆家莹告诉记
者，围绕放大现代农业企业
科技效应，沙河镇新建了集
物联网远程控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水肥一体
化控制、农业科技展示、新农
业管理商学院及农村科技服务超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展
示中心；建成了占地 300亩的江苏北菜园、农业部水稻高
产增效万亩示范区等。除此之外，占地 500 亩的连云港
阳光万家葡萄园一期工程、总投资 4000 多万元的殷庄、
大岭片区三万亩高标准土地整治项目等一大批产业项
目、设施项目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沙河镇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让记者耳目一新。穆家
莹说，现在，全镇几乎所有的蔬菜基地都实现了技术的更
新、升级、换代。在栽培新技术方面，发展钢架大棚，采用
滴灌方式，解决水资源浪费、地温高的问题；在新材料使
用方面，重点引进了物理杀虫，使其品种达到无公害标
准；物联网的应用，又让当地的种植方式实现了精准作业
和农产品质量的全程监控。沙河镇把推广农业科技新技
术作为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途径，有力带动了农业
产业的做大做强。据了解，仅 2014 年，沙河镇就新增家
庭农场 8 家，新增农民合作社 15 家，不少农民在流转了
土地之后成为企业员工，千余名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近万农民增收致富。

江苏连云港市沙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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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贸易功能
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贸易功能区
日前顺利通过海关总署、财政部、国税总
局等国家三部委的联合验收，正式启动
运行。这意味着重庆在内陆地区率先拥
有了统筹外贸和内贸两个市场、整合国
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开放平台，有力助推
了重庆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从地理版图上看，重庆地处丝绸之
路经济带、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连
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

“Y”字形大通道的联结点上，具有承东启
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

如何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
庆的构想是：依托对外大通道，完善面向

“一带一路”的开放平台，承接、培育具备
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构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重要战略支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产业腹地。

重庆市不久前出台了《关于贯彻落
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长江经济
带的实施意见》，提出将把重庆建设成为

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提升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构建便捷高效的一体
化监管体系，向西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向东承接
东部沿海产业转移，促进产业互补、市场
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在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渝新欧”国际
铁路。这条始发于重庆、连通着西部各
省区与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贸易大通道，
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
撑，更是重庆乃至内陆地区向西开放的
引擎。据了解，截至 2014 年年底，“渝新
欧”已开行 233 班，货运量占整个经阿拉
山口出入境中欧班列的 80%以上，服务
范围辐射了我国华东、华南、西南、华中
以及台港澳地区。

当前，重庆正借力渝新欧，不断创新
国际区域合作模式，谋划资源、资产、资
金“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大文章。重庆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紧扣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重庆将一方面加强与德
国等欧盟国家在高端技术、高新装备、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方面的合作；探索与
中东欧国家开展货币互换、跨境贸易本
地结算等金融合作，共建中国匈牙利两
江创新创业中心，积极研究对接“丝绸之
路基金”。另一方面，深化与俄罗斯伏尔
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合作，鼓励重庆汽
车、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优势企业
进入俄罗斯市场，并引进俄罗斯的通用
航空、材料等领域先进技术和企业。

重庆的江北机场、寸滩港、团结村铁
路站目前已经实现了交通枢纽、口岸、保
税区 3 种功能的“三合一”，这在我国内
陆城市中绝无仅有。在此基础上，重庆
提出，将以铁、水、空三大枢纽三大口岸
和三个保税区为载体，联动各级开发区

（园区），构建覆盖全市的对外开放平台
体系，促进全域对外开放。同时，推动 3
个保税区向制造、研发、维修、物流、贸
易、结算等“6大中心”转型升级。

依托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重
庆正着力打通南向国际贸易大通道，融
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重庆将
加强渝昆铁路、渝黔新线建设合作，打
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贸易大通
道；推进中国和新加坡间的合作项目落
地；鼓励重庆的汽摩、化工、材料、能源
等优势企业向南亚和东南亚拓展。

重庆：构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通讯员李晓帆

报道：日前，有“亚洲达沃斯”之称的“中韩
企业家高峰论坛”首次移师成都，吸引了
中韩上百名著名企业家与会。其间，相关
企业将与成都达成多项重要合作协议。

今年，成都市加大投资促进的力度，
收获颇丰，每月都有一批重量级项目落
户。来自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新签约引进
重 大 项 目 108 个 ，总 投 资 额 463.11 亿
元。其中，新签约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投
资项目 12 个、总投资 46 亿元；投资 5 亿元
以上特别重大项目 38 个、总投资 341 亿
元，占全部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投资额比

例接近四分之三。
“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投资实现强势

增长，同时高端成长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引进和建设取得新突破，一季度在成都
新批或增资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中，排名
前5位的分别是电子设备制造、商务服务、
物流仓储、现代金融、城市现代服务业综合
体。”成都市投促委相关负责人说。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成都把促进投
资作为稳增长的关键。最新出台的《关于
促进经济稳中求进的若干意见》，提出对
1000 万元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不再审批
可行性研究报告、研究制订政府租用企业
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办法并加快

推出首批试点项目、加快出台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的实施意见等举措。

成都市投促委相关负责人分析，以项
目为中心促进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
键，成都在着力加强项目引进和储备、优
化项目审批流程、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创新项目投融资方式、保障项目用地
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就是为了发挥投资
的“压舱石”作用。

据介绍，今年成都将围绕新型城镇
化、“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成渝西昆
菱形经济圈互联互通、成都天府新区建设
等重点领域和区域，针对页岩气、节能环
保装备、信息安全、航空与燃机、新能源汽

车等 5 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电子商务、现
代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业、养老健康
服务业等 5 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开展重
点产业招商，并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成都全年锁定的
重大项目达 420个以上。

在扭住“项目”筑牢经济发展支撑的
同时，成都坚持把转型升级贯穿经济发展
始终。成都一季度经济主要指标显示，虽
然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全市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其中服务业占比
提高到了 52.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44.8%，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
降了 18.8%。

成 都 加 大 投 资 促 进 力 度
今年一季度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 108 个，总投资额 463.11 亿元

安徽淮北食品产业成支柱
举办 2015 食品工业博览会

图为“渝新欧”班列的始发站重庆团结村火车站，这里也是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所在地。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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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刘娟报道：2015 中国
淮北食品工业博览会日前在安徽省淮北市举办。本届食
博会标准展区约 15000 平方米，500 个标准展位，主要分
为糖酒和饮料展区、粮油及烘焙产品展区、食品添加剂及
配料和调味品展区等七大展区。食博会期间，淮北市举
行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并举办 2015中国淮北食品
工业发展论坛等大型活动。

近年来淮北市积极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食品工
业呈跨越式发展态势，成为该市第三大产业，已建成凤凰
山、宝迪、百善、口子四大食品工业园区。2014 年，该市
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达到 112 家，实现总产值 351 亿
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19.2%。

本报讯 重庆市经信委近日发布消
息称，“渝新欧”班列再次提速，运行时间
比去年同期缩短了 2天。

据了解，本次“渝新欧”班列提
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
铁总公司与哈铁、俄铁进行了谈判，
并铺划了中国起运城市经阿里山口出
境，贯穿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白
俄罗斯布列斯特的班列运行图，这意
味着“渝新欧”班列在经过上述地区
时，可以像客运班列一样，有计划地
停靠和起运，大大提高了“渝新欧”
班列的准点率和稳定性；另一方面，

“渝新欧”班列的运行时速从之前的不

稳定时速调整为上限时速。目前，“渝
新欧”班列在国内段的运行速度达到
1300 公里/天，为全程最快；宽轨段
运行速度达到 1000 公里/天。

此外，今年“渝新欧”的运费价格
也再次降低。据了解，“渝新欧”刚起
步的时候，箱公里价格是 1 美元，全程
11000 公里，一个集装箱就要 11000
美元。2012 年，箱公里价格降低到 0.8
美元，2013 年箱公里价格降低到 0.7 美
元，2014 年“渝新欧”由于实现了开
行 100 班以上的目标，箱公里价格进而
降低到 0.6 美元，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竞
争力。

渝新欧班列实现再次提速

5 月 19 日上午，第二十一届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

文化旅游节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开幕。图为观众在欣赏图片。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进政
务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日前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2.0版正式开通。

作为全国首个政府数据服务网站，上海市政府数据
服务网承担着对外数据开放、提供检索下载等功能。目
前，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内容已基本覆盖各部门主要业务
范围，涵盖了经济建设、资源环境、教育科技、道路交通、
社会发展、公共安全、文化休闲、卫生健康、民生服务、机
构团体、城市建设等 11个重点领域。

据介绍，上海将坚持“需求导向、统筹规划、统一标
准、确保安全”推进原则，以建立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和深化完善“人口、法人、空间地理”三大数据库为基础，
以建设电子政务云平台为支撑，以推进一批跨部门、跨
领域的重大信息化应用为抓手，以制定出台政策法规和
标准规范为保障，推动政务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开放。

上海政府数据服务网升级
涵盖 11 个重点领域

在广东佛山，说起嘉腾机器人，当
地制造行业中鲜有企业不知道：从汽车
行业的冲压生产线、空调行业的总装生
产线到陶瓷行业的物料配送、成品入
库，到处都活跃着嘉腾公司生产的智能
搬运机器人的身影。它们的服务对象不
乏丰田、上海大众、华为、科勒等名
企，它们正在成为佛山迅速增加的智能
工厂、智能车间的主角。

“这款‘大黄蜂’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机
器人，它能拖载 2.5 吨重的物料，不仅能
在无轨导航过程中感知前方障碍物，还能
防水、防尘、抵抗日晒，解决了工厂想在户
外使用机器人的难题。”嘉腾公司副总裁
陈洪波介绍说，嘉腾最近走出的一大步，
是与美的集团签订战略协议，共同开发智
能物流系统。

记者在佛山采访了解到，随着嘉腾、
利迅达、美芝等一批机器人制造企业的崛
起，一度陷入困境的“佛山制造”正呈现出
新的生机。“制造企业需要找寻新的竞争
力，智能机器人起到了积极作用。”佛山市
经信局副局长谢国高说。他介绍，使用机

器人一方面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如广东
樱奥厨具有限公司以往的产品一次合格
率只有 60%，采用机器人后达 90%；另一
方面有效解决了“用工荒”问题，如在喷釉
行业，只需要 1 个工人操控的机器人喷釉
系统可以替代 8 个产业工人，一年可为企
业节省约 30万元的劳动力成本。

“由于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
造具有技术密集度高、创新力强的特点，
因此成为我们首选的转型升级‘引擎’。”
谢国高说。事实上，佛山之所以看重机器
人产业，不仅因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提振，
更重要的是，佛山未来希望打造世界级的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而智能机器人作
为机械装备行业的“皇冠”，对全产业链具
有强大的带动作用。

正因如此，佛山市政府近期开始着
力引导机器人产业走出“野蛮生长”时
期，迈向“全产业链发展”时代。据介
绍，为促进机器人产业呈链条发展，佛
山市瞄准了 3 个方向：一是通过传统装
备行业和机器人技术的有效对接，形成
智能装备产业新格局，向价值链高端迈

进；二是强化对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巨头
和科研机构的引进，采取投资合作、技
术引进和资本收购等多种模式，完善机
器人产业链条；三是建设一批机器人产
业基地，构建产业支撑体系。

佛山之所以有底气喊出“全产业链
发展”，是因为具有独特优势——植根于
庞大的制造业产业群。“佛山机器人企业
的优势在于了解行业应用需求，能为特
定行业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谢国高
说，如佛山知名的利迅达机器人公司，
原本是从不锈钢行业转型而来，因而在
提供金属研磨机器人解决方案上十分专
业，产品供不应求。

但要真正实现“全产业链发展”，佛山
智能机器人产业也亟须补链、强链，其中，
产业链条中最大的缺失是在高端的机器
人本体方面。据了解，佛山目前有从事工
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生产的企业约
100 家，主要都分布在产业链末端的系统
集成、控制软件系统等方面，机器人本体
生产企业则很缺乏，工厂中所用的本地机
器人，其本体大都是国外进口的。

为弥补产业链高端的不足，佛山市从
近期开始强化机器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打造了佛山市机器人应用创新中心、机器
人产业创新联盟等平台。据介绍，成立于
3 月底的机器人应用创新中心，将建成约
1000 平方米的机器人实验室，搭建机器
人交易中心，形成“个性研发—批量生产
—产业规模”的生态链。而专注于机器人
研发的佛山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
究院，则集聚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
为首席科学家的研发团队，正针对装备、
家电、电子信息等产业需求，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本体。

据统计，目前佛山市应用机器人总数
已超过 3500 台，预计未来 3 年佛山企业
对机器人的需求可达 2 万至 3 万台。为
加快推进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佛
山市正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解
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人才、推广应
用等难题。同时，佛山还在积极筹备今年
9 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产业大会暨博览会，迎接机器人产业
2.0时代。

广东佛山：智能机器人迈向“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郑 杨 通讯员 崔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