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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庞彩霞报道：中共广州
市黄埔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今天开幕，这是继去年
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黄
埔区、萝岗区，设立新的黄埔区
后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第一次
会议。《创新驱动 提质升级

勇当广州改革发展排头兵》
工作报告，对新黄埔区区域优
势、功能规划、产业布局、未来
发展战略和愿景目标等方面均
作了详尽展示。

区划调整后的黄埔区既有
行政区与经济功能区统筹兼
顾、协同发展的体制优势，又有
经济功能区政策叠加、功能互
补的优势。数据显示，黄埔区
2014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超 过
2750 亿元，居全市前列；工业
总产值近 7000 亿元，约占全
市的 40%；税收收入超过 650
亿元，居全市各区第一。

经过多年发展，该区产业
集群化特征明显。目前，黄埔
区拥有 18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和园区，电子、汽车、化工三大
产业集群产值均达千亿元级，
而 500 亿元级的新材料、食品
饮料、金属制造、生物健康四大
产业集群集聚了 3400 多家外
商投资企业、135 个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63家上市企业。

区划调整后，黄埔区的经济发展布局备受关注。在
近期举行的引资引技引智大会上，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
科学城、广州国际生物岛、黄埔临港经济区、西区产业园

（保税区）、云埔工业区和长岭居 7 大功能园区规划正式
亮相。根据相关规划，各大园区的功能定位、发展重点和
招商等实现错位发展，如科学城将重点引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科技创新项目，生物岛主打生物医药产业，云埔工
业区定位为以高端智能装备产业为主的研发、生产基地，
西区产业园将重点发展精细化工、食品饮料、跨境电子商
务及其他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化、园区特色化成为发展
方向。

广州黄埔区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

产业园区化

、园区特色化成为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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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施百余个跨区县扶贫建设项目——

重庆：小片区开发带动大片区攻坚
本报记者 吴陆牧

8 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三峡库区的
重庆云阳县。驱车从县城出发，1 个多小
时后来到地处渝鄂交界的云阳县清水土
家族自治乡。这里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
族自治乡，也是全县的重点贫困地区。

在歧山村见到村民陈令时，他刚刚
从山下采购了一些食材回到村里。尽管
位置偏远，但 23 岁的陈令却说现在日
子过得“有盼头、有干劲”。为啥？原
来，两年前，在政府的帮扶下，他们一
家 6 口人从海拔 1000 多米的高山上搬
到了距离龙缸风景区不到 2 公里的移民
安置点，并经营起农家乐。

“两层楼，十几间房，节假日的时
候一天的食宿收入能到 5000 元，去年
一年的纯利润大概是 10 多万元。”陈令
算了算账，开心地笑了。记者了解到，
在清水乡，像陈令这样实现搬迁脱贫的
农户目前共有 50 户，改变他们生活的
正是县里大力实施的小片区连片扶贫
开发。

云阳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显平告诉记
者，近年来，依托龙缸风景区，该县把
清水、蔈草、凤鸣、宝坪 4 个乡镇规划

为江南乡村旅游片区，打破行政区划限
制，在片区内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高山
生态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等一批项
目建设，片区内 16 个贫困村已经实现
整村脱贫，有 14万农民受益。

云阳县并不是重庆唯一实施小片区
扶贫开发的区县。在重庆，武陵山、秦
巴山横贯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其中纳
入国家扶贫片区规划的就有 12个区县。

近年来，重庆市以武陵山、秦巴山
“片区扶贫”开发为重点，按照“区域
发展带动扶贫攻坚，扶贫攻坚推动区域
发展”的思路，一方面坚持项目带动，
启动实施了涉及交通、水利、能源等行
业的 100 多个跨区县项目建设，不断提
高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另一方面，
坚持大小片区联动，通过实施高山生态
扶贫搬迁、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等系列举
措，以小片区开发带动大片区攻坚。

据了解，从 2012 年开始，重庆市
在武陵山和秦巴山两大片区扶贫攻坚框
架 下 ， 选 择 了 18 个 扶 贫 开 发 重 点 区
县，将资源禀赋相似、地理位置相邻的
多个乡镇规划为 1 个小片区，集中 3 年

时 间 ， 每 个 片 区 投 入 财 政 扶 贫 资 金
1200 万元左右，带动区县整合专项投
入 3 亿元以上，推进以特色优势扶贫产
业为核心的片区建设。据了解，重庆 18
个扶贫攻坚小片区共涉及 18 个区县 74
个乡镇 678个村，其中贫困村 238个。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底，18 个
扶贫小片区累计投入资金 103 亿元，完
成项目建设 1135 个，区内农民人均纯
收入从 2011 年的 5120 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8850元，年均增长 20%。

以城口县大巴山小片区为例，通过
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农村饮水等工
程，这一片区农户集中居住率达 80%以
上，区内行政村通畅率达 80%，修建山坪
塘 12 口，9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饮水
难题。

重庆还整合各方资源投向片区攻
坚，建立了以财政专项资金为牵引，行
业部门、信贷资金、东西协作、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的扶贫投入机制。记者了解
到，重庆市级涉农资金的 65%、市级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的 65%、农业和移民等
涉农培训资金的 60%均用于 18 个贫困
区县。据测算，市级相关部门每年投入
18个重点区县的资金达 650亿元以上。

现阶段，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进入
攻坚克难冲刺期。在 7 月初召开的重庆
市扶贫攻坚工作会议上，重庆市委、市
政府将全市扶贫攻坚时间节点锁定在
2017 年底基本完成、2018 年“打扫战
场”，实现全市 14 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
点区县和 4 个市级扶贫工作重点区县全
部“摘帽”、1919 个贫困村全部整村脱
贫、165.9 万贫困群众全部越过扶贫标
准线。

重庆市以武陵山、秦
巴山“片区扶贫”开发为重
点，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
贫攻坚，扶贫攻坚推动区
域发展”的思路，一方面坚
持项目带动，启动实施了
涉及交通、水利、能源等行
业的100多个跨区县项目
建设，提高贫困地区“造
血”功能；另一方面，坚持
大小片区联动，通过实施
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发展
特色效益农业等系列举
措，实施小片区连片扶贫
开发

跨境电商成温州外贸增长新引擎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企业达 187家

青 海 搭 建 丝 路 文 化 交 流 平 台
凸显丝路文化产业效应

8 月 14 日 9 时 32 分，装载 46 个集装
箱、价值 3000 多万元货物的中欧班列从
武汉吴家山集装箱中心站驶出，预计 14
天后抵达德国杜伊斯堡。这是全国中欧
班列开行以来的第 800列。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
来，中欧班列开行总数已达到 800列。从
第 1 列到第 200 列，用时 3 年零 3 个月；在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从第 200
列到第 800列，用时仅 1年零 2个月。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
已有武汉、重庆、郑州、成都、苏州、义乌、
石河子、昆明、合肥、哈尔滨等 10 个城市

开通了中欧班列，并以这 10 个城市为中
心向外延伸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境外
到达 7个国家 11个城市。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人士说，中欧班
列已逐渐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从一个
中国品牌成长为世界品牌，为中国进口欧
洲货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流模式。

来自武汉铁路局的数据显示，2012
年 10 月武汉开行至捷克的国际铁路货运
专列，截至目前，共开行 147 列次，累计为
40 多家境内外企业提供了货值逾 5 亿美
元的国际铁路货运服务。

武汉市交委副主任夏焕运说，从武汉
吴家山集装箱中心站开出的中欧班列，经

新疆阿拉山口、满洲里边境口岸出境，途
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运送到
波兰、捷克、德国等地，行程 1 万余公里。
武汉市的电子产品、汽车、石材等物资搭
乘中欧班列快速发往欧洲各国；通过回程
运输的方式，欧洲当地的物资搭乘班列一
站式直达武汉，大大推动双边贸易发展。

据统计，今年 1 至 7 月，湖北省出口
贸易较去年平均增长了 20%。中欧（武
汉）班列已经成为助推中部地区接轨世界
经济体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条畅通、
便捷、高效的对外贸易大通道。为此，去
年冠捷集团将福清、厦门 100万台电视机
的订单生产线转移到武汉。经武汉出口

至欧洲，可为武汉带来近 40 亿元的 GDP
及 20 亿元的配套产值。汉欧国际物流公
司武关明介绍，目前，全国木材市场需求
旺盛，俄罗斯木材供货方主要负责人多次
来武汉考察，计划借助中欧班列在武汉形
成木材分拨基地，带动相关的木材加工、
家具制造产业向武汉集聚。

夏焕运说，中欧（武汉）班列是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为加快中欧
（武汉）班列的发展，目前武汉市交委正协
调有关部门推进武汉铁路口岸保税物流
园区和整车进口口岸建设，启动粮食、水
果、生鲜进口口岸申报工作，全面提升中
欧班列在武汉及中部地区的服务功能。

累 计 开 行 800 列 实 现 双 向 常 态 运 营

中欧班列得到国内外客户认可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孟 立 张 琦

图为上海浦江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正在快速验放

一批进口水果。上海海关通过启动寄售水果估价模式

试点、优化水果监管服务等举措，进一步缩短水果通关

时间。上海关区今年上半年进口水果货值占全国货值

26.49%，较去年同期增长 23.73%。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通讯员 黄尚尚摄影报道

图为重庆云阳县清水乡移民新村一角。 吴陆牧摄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商务局近日建
立的全市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数据库资料显示，截至 7月 9
日，全市从事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企业为 187 家，今年 1 至
5 月份实现出口 6084.8 万美元，同比增长 15%。这意味
着跨境电商正成为该市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温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温州的外贸企业
早在 10 多年前已率先“触网”，此后借互联网化程度加深
的势头，通过速卖通、亚马逊、ebay 等 10 多种跨境电商
平台布局全球市场，并在境外设置独立网站及海外仓。

目前，温州出口产品主要有服装、箱包、鞋类、电子电
器、汽配、眼镜、礼品文具等，其中通过 2 公斤以内邮包出
口最为普遍，可见温州的轻工产品结构适合发展跨境电
商。温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尽管与全市外贸出
口规模相比，温州跨境电商出口总量占比很小，但对传统
外贸中的小单和碎片化订单的集聚效应已经显现。在目
前形势下，跨境电商的销售方式更灵活，企业运营成本更
可控，产品利润空间更易提高。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程竞

羽报道：为把扶贫工作抓到实处，重庆整
合行业部门和社会力量，形成整村扶贫
工作合力。三年来，共计投入 76.9 亿元，
发挥了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使 450 个贫困村达到“七有四通三解决”
的验收标准，基本实现整村脱贫目标。

市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自 2012 年启
动 450 个贫困村整村扶贫计划以来，有
关区县党委、政府将整村扶贫作为扶贫
开发、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项目实施乡
镇建立整村扶贫目标责任制，层层明确

任务，确保扶贫到村到户。
通过 3 年集中力量整村扶贫，重庆

市贫困村发生显著变化：生产生活条件
不断改善。450 个村基本实现户户通
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和电话；特色扶贫
产业加快培育。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林果
桑药菜、鸡牛羊兔蜂等特色产业及乡村
旅游；生活居住条件迅速改观。贫困村
使用自来水的农户，从扶贫前的 8%增至
90%；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强化。450 个
村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新农合参合
率 96%，养老保险参保率 80%。

重庆：3 年 450 个贫困村整村脱贫

福建发展壮大智能制造产业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讯 记者石晶报道：青海的唐卡、宁夏的泥娃
娃，伊朗的手工地毯，泰国、尼泊尔的工艺精品，在日前举
办的 2015 青海文化旅游节上，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让观众感受到丝绸之路古老的辉煌与文明。

2015 青海文化旅游节紧扣“一带一路”主题，设置了
九大主题展区，包括青海民族民间艺术品巡礼展、青海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展、青海民族雕塑艺术、
油画艺术品展、省区市文化创意产品展、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文化艺术品展等。

文化旅游节期间，各主题文化展区深入贯彻“一带一
路”战略，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凸显丝路文化产业效应。
在体现大美青海和丝绸之路南线青海人文景观的同时，
为丝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

两台智能机器人挥舞着印线喷头，有
节奏地为传送带上的鞋面材料喷绘着鞋
型纹线，鞋面上每个图案都整齐划一，丝
毫不差。7 月 31 日，在福建泉州市特步鞋
业公司，工作人员黄旭钊对记者说，“这道
工序过去需要 4 个工人操作，物料成本
高，活儿又脏又累。现在用机器人，一次
喷绘时间减少了 1.2 秒，产品质量也更加
稳定”。

特步鞋业的“机器换工”是福建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近年来，福建各级
政府部门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
造正在向产业化、高端化、规模化大步迈
进。据福建省经信委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省智能装备制造业产值近 600 亿元，工业
软件业营业收入近 400 亿元，在一些领
域、产品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推进试点示范，提升企业智能化水
平，是福建省实施智能制造战略的重要抓
手。早在 2013 年，中国工程院就以泉州
市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首个地方试
点，协助编制《泉州制造 2025》发展纲要，
绘就了智能制造、提升质量与品牌、服务
型制造等三大转型路线图。按照这一目
标，泉州市在全省率先启动“数控一代”机
械产品应用示范工程，近千家泉州制造型
企业已应用国产数控系统 1400 多套，建
成制鞋、水暖卫浴、汽车配件等数十条自
动化生产线，帮助企业减少用工 20%至
30%，降低设备成本 30%至 50%。与此同
时，在大规模市场化应用的刺激下，泉州
本土智能装备制造企业也呈“井喷式”发
展，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智能装备生产与

研发的“科技小巨人”。在泉州市洛江区
嘉泰集团车间，集团董事长苏亚帅指着刚
刚下线的 500 多台数控机床对记者说，

“今年智能装备市场异常火爆，集团年初
规划产值 5亿元，现在看来有望翻一番”。

民企研发成本高、科技攻关难度大，
是许多民营企业在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
共同遇到的难题。福建省政府拨出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企业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泉州市先后引进国内顶级工业机器人科
研机构，建设了国内首个“数控一代科技
创新中心”，今年还将设立一项 3 亿元至 5
亿元的数控一代产业投资基金，推广应用
1000 台机器人、1000 台 3C 钻攻中心、
1000 套数控装备，在资金和市场培育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智能制造的扶持力
度。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表示，泉州市将
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通过全面
推 进 数 控 一 代 示 范 工 程 和“ 泉 州 制 造

2025”行动，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智能
支持、质量保障和服务配套。

针对本省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偏小、龙
头企业实力较弱、技术创新水平不高等问
题，福建省采取四方面措施促进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壮大：一是引进和培育行业龙头
企业；二是推动智能装备专业园区建设；三
是加大智能制造研发创新平台支持力度，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四是支持智能制造标
准与品牌建设。各级政府将从资金、用地、
人才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扶持。

7月 20 日，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再
次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
若 干 意 见》和《福 建 省 实 施“ 中 国 制 造
2025”行动计划》，福建省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政策性措施把发展智
能装备制造业作为推动转型升级的主要
内容和突破口，将成为福建省稳增长、调
结构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