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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

者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8 国新任驻华
大使递交国书。他们是：斐济驻
华大使纳伊瓦卢鲁阿、塞舌尔驻
华大使塔夫、波兰驻华大使林誉
平、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毛
里求斯驻华大使李淼光、刚果民
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奥科托、赞比
亚驻华大使奇贝萨孔达、丹麦驻
华大使戴世阁。

习近平欢迎外国使节们来华
履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
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
国的友好关系，表示中国愿继续
深化同各国传统友谊、加强同各
国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
荣。中国政府将为各位使节履职
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各位使节
为增进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双边关
系 及 人 民 间 的 友 谊 作 出 积 极
贡献。

外国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
领导人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祝福，积极评价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节们表
示，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
系，他们为能够在此时出使中国
深感荣幸，将积极致力于增进各
自国家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

习近平接受八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再进一步。

8 月 19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

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联系日前印发

的《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

见》要求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

业，以及最近一系列相关财税金融政策密

集出台，无疑是一种同频共振，定向破解

小微企业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等现实

问题。落实好这些举措，有利于涵养就业

潜力和经济发展持久耐力，有利于为小微

企业赢得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未来。

小微企业是普通百姓办得起的企业，

对于吸纳就业、改善民生、拉动经济增长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要看到，今天

的小微企业不再是落后、小型服务业的代名

词，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等科技型企业所

占比重越来越大。及时加大支持力度，“铺

天盖地”的小微企业才有望成长得“顶天立

地”，为“中国式创新”提供强大支撑。

对这样一支创新的新动力、发展的生力

军，近年来中央不断为其发放减税降费、简政

放权、融资支持的政策“红包”。一步步推进

和升级的利好政策，对于帮助小微企业克服

眼下困难、加快成长壮大的效果十分明显。

当然，对小微企业的各种扶持政策从

“看起来很美”到“用起来很好”还有一定

距离。将短期的、临时的、碎片化的政策

制度化、长效化，企业才能树立信心、着眼

长远、放心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为小

微企业发展建立长效机制，鼓励千千万万

人投入创业创新的新浪潮，就是为中国经

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创造长效机制，以澎

湃动力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小微企业涵养大未来
平 言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最近，家
住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的市民杨宇欣喜
地发现，自家楼下那条原本脏乱差的背街
小巷，经过规划和改造后面貌焕然一新，
街道两侧还新开了不少重庆老字号餐
饮店。

杨宇说的这条街区就是渝中区着力
打造的“较场口 30 度街吧”品牌夜市。渝

中区商务局副局长李仪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该街区布局了老字号、品牌餐饮、时
尚酒吧等业态，不定期举办消夏节、啤酒
节等体验消费活动，不仅提升了街区消费
活力，还促进了解放碑商圈和日月光广场
两大商业区域之间的融合。

从去年开始，重庆着手打造 20 条特
色型和 30 条创业型夜市街区。随着渝中
区较场口夜市、江北区九街夜市、沙坪坝
区双碑夜市等一批颇具特色的夜市陆续
开业，夜市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新的消费
热点。

发展夜市经济只是重庆市搭建消费
平台、营造消费热点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重庆以建设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为
目标，先后印发了《关于促进网络零售产
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智慧商圈建设实施
方案》《关于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出台财税、金融、土地、流通费
用减免等政策措施，千方百计营造消费环
境，创新消费产品供给。

一方面，重庆以城市核心商圈的提质
扩容为抓手，打造消费集聚平台。目前，
全市已建成 30 个城市核心商圈，其中零
售额过百亿元的核心商圈 8 个，纳入统计
的 20 个核心商圈零售额已超过全市社会
零售总额的 50%。以核心商圈为主体，
夜市街区为补充，多种消费形态并举，各
具特色、错位发展的商贸流通格局正在重
庆加速成型。

另一方面，推动电子商务等重点项目
建设，大力发展网络消费。京东集团、菜
鸟科技、唯品会相继在重庆设立项目；以
重百电器、和平药房等为代表的传统商贸

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微信营销等方式，上
半年实现网络零售额超 3 亿元。上半年，
重庆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100 亿元，同
比增长 36%，其中网络零售额 280 亿元，
同比增长 4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05.4 亿元，同比增
长 11.8%，增速比全国高 1.4 个百分点；实
现商品销售总额 9471 亿元，同比增长
16.5%，比去年同期加快 0.8 个百分点；实
现商业增加值 798.5 亿元，增长 9.2%，占
GDP的比重达到 11%。

当前，重庆正从信息消费、绿色消费、
住房消费、升级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
消费、生活服务性消费、“重庆造”产品消
费和外来消费等 8 个重点领域发力，进一
步 促 进 消 费 。 按 照 重 庆 市 的 规 划 ，到
2017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
到 7500 亿元，商品销售总额达到 24000
亿元，最终消费率超过 50%。

图为重庆江北区观音桥商圈大融城

购物中心。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8 月 13 日，雨后的武汉烈日炎炎，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所属武昌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总装平台上仍是一派繁忙
景象。在一艘即将完成总装的船舶尾部，
工人们正在紧张安装螺旋桨。公司工程
管理部副主任刘乐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这艘船就是目前我国最高等级的海洋科
学考察船“向阳红 1 号”，是不久前下水的

“向阳红 3 号”的姊妹船，载重 5000 多吨、
造价近 5亿元，将于 9月初下水。

刘乐介绍，近年来，在船舶市场总体
不景气的情况下，武船瞄准国家公务船和
商用工作船的巨大市场需求，加大研发力
度。公司建造的“海巡 01”大型巡航救助

船成为我国海事执法第一舰；“科学号”科
考船舶圆满完成远洋考察任务，各项性能
指标“超越顾客期望”；深潜水工作母船成
为我国深海作业的先驱者。“武船已经成
为国家公务船建造的主力军，这为企业赢
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刘乐说。

站在武船总部大楼上，身披橘红色外
衣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与黄鹤楼、武汉长江
大桥等相映生辉。这座世界首个主缆连续
的三塔四跨悬索桥，就是武船的最新力作。

武船战略发展部部长孙宁告诉记者，
武船充分发挥在钢结构建造方面的优势，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从人行天桥到各类
跨江、跨海、跨谷大桥，从国内到国外，已
先后建造了 140 余座特大型钢结构桥梁，
目前在大型桥梁装备市场占有率达 30%
以上。其中，武船承接的港珠澳大桥钢结
构项目，合同金额超过 24 亿元，是中船重

工集团迄今最大的单笔非船制造项目。
“依托造船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优势，实

现战略转型的空间很大。”孙宁对记者说，通
过延伸产业链，武船已形成军工、军贸、海工
和大型船舶、中小型船舶、桥梁装备、建筑钢
结构、能源装备、特种成套设备、物资贸易和
物流服务等九大板块的合理布局。

“武船的产品上可‘九天揽月’，下能
‘五洋捉鳖’。”孙宁形容说。产业链的延
伸大大完善了武船产品结构，保障了企业
持续快速发展。武船已经连续 20 多年保
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14 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7.6%，承接合同增长
87.4%，实现利润增长 23.5%。

武船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近年
来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的缩影。
面对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位徘徊的现实，
中船重工按照适度、相关多元发展的原

则，以军工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步伐，通过军民结合、造船
与修船结合、造船与海洋工程结合、船舶
与非船结合，深入推进了产业、产品、市
场、资本等结构调整，军品、民船、非船三
大主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中船重工相关负责人表示，拉长做强
造船产业链，不是应对船舶市场低迷的权
宜之计，而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转
型升级，确保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目
前，中船重工已在海洋装备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机电装备产业、生产性现代服
务业等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处于领先地
位的非船品牌产品，非船产业在中船重工
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 55%。
今 年 上 半 年 ，实 现 经 济 总 量 同 比 增 长
13.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增加值
同比增长 14.4%。

中船重工大力延伸产业链——

结构在优化 战略正转型
本报记者 杨国民

营造消费环境营造消费环境 创新消费产品创新消费产品

重庆加速形成商贸流通新格局重庆加速形成商贸流通新格局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8 月 1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
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旺消
费促发展；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
行动纲要》，提升创业创新活力和社会治
理水平；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
税收优惠，涵养就业潜力和经济发展持
久耐力。

会议指出，做强现代流通业这个国
民经济大产业，可以更好对接生产和消
费，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一
要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各种“路障”，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
排除公平竞争，禁止利用市场优势地位
收取不合理费用或强制设置不合理交易
条件，降低社会流通总成本。放开商贸
物流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吸引跨国公

司在华设立采购、营销等功能性区域中
心。二要推广电子商务等新兴流通方
式，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鼓励
流通企业发挥线下实体店的物流、服务、
体验等优势，推动实体与网络市场融合
发展。支持企业建设境外营销、支付结
算和仓储物流网络，鼓励流通企业与制
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下转第三版）

（相关报道见五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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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对 外 资 仍 有 吸 引 力

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但现在
外资更加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以及不断
成长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带来的机会。总
体看，外资进大于出，所谓“外资撤离潮”
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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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指挥棒”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的出台，为绿色发展提供
了导向明确的“指挥棒”。下一步我们要严
格执行，以制度、法律形式对那些不顾生
态环境、盲目决策的行为说“不”。

8 月 19 日，在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最后一列巴

西电动车组下线。至此，中国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累

计为巴西里约热内卢研制的 100 列电动车组已全部制造

完工。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中国中车制造的服务巴西

奥运会电动车组全部完工

（（详见六版详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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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的六大特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

源，只有把握好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的特

点和趋势，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营

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才能汇聚起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核桃产业富加查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夏末，置身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最吸引眼球的不
是壮美的河谷山梁，而是在雅鲁藏布江岸边蓬勃生长的

“千年核桃林”。
“我们加查的核桃不仅鲜美可口，而且补脑健身，

是优良干果和重要的中药材。同时，核桃木材质细腻坚
实，纹理美观，可用于军工和高级家具。而且根深叶茂
寿命长的核桃树，也是绿化山区、庭院和道路环境的优
良树种。”核桃厂商雅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索朗
欧珠说。

过去，加查县可供耕种的土地不多，加之自然灾害
频发，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如何突破农牧区“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的落后状态，成为困扰当地各族群众的
一大难题。

雪域高原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孕育出一颗颗美
味的核桃，给加查人带来了商机。“近年来，加查县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将核桃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着力
打造‘千年核桃之乡’，取得显著成效。”山南地委宣传
部副部长严乃锦说，目前，加查县核桃种植面积 1.6 万
亩、45.17 万余株，去年，核桃产业的经济收入总值为
579万元。

加查县的核桃产业搞得好不好，要看农牧民有没有
获得实惠；而农牧民的种植积极性，也是加查核桃产业
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家住列岗村的扎西多布杰，看准了核桃产业的巨大
市场和广阔前景，大力种植核桃树苗销售给山南地区农
牧民，年净利润已超过 6 万元。“想不到这一棵棵小小的
核桃树苗，能让我们全家过上好日子。”扎西多布杰说。

加查县打造“千年核桃之乡”，不仅给当地乡亲们
带来致富之道，也提高了生态效益和他们的环境保护意
识。“通过栽种核桃，建立起农田‘小气候’，可提高农
作物单产 20%左右。此外，通过荒坝开发绿化植树，
可起到防风固沙、保护水土环境的作用。”湖北宜昌援
藏干部张安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