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10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
近日，中轻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在广州南沙港申报进口的玉
米酒糟粕饲料办结了通关手
续，标志着“国批减免”货物减
免税审核的参数化通关改革，
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新区
片区顺利试行。该票货物货
值 191 万元，征收关税 9.56 万
元，减免增值税 26 万元，通关
耗时不到 10分钟。

据悉，以往进口货物减免
税事项需先向海关申请核批，
然后凭纸质《征免税证明》去
口岸海关（现场）报关。改革
后，海关试行同步在进口口岸
办理通关和减免增值税手续
的 并 联 作 业 ，简 化 了 通 关 手
续 ，减 少 了 企 业 重 复 往 返 时
间，提升了通关效率。

作为南沙海关的创新措
施 ，此 举 是 贯 彻 落 实 简 政 放
权、便民利民，进一步减轻进
出 口 企 业 负 担 的 主 要 尝 试 。
目前，海关总署已在全国复制
推广上述便利措施，在全国各
口岸进口酒糟粕、小麦糠、鱼
粉等饲料的企业均可享受改
革红利。

在南沙片区，已有 7 家企业进口的 1.3 万吨玉米酒糟
粕直接获利。广州市悦达报关有限公司的秦先生表示：

“以往企业办理减免税审批模式，一般需要 3 至 5 个工作
日。现在直接在口岸海关与货物通关同步作业，节省了
人力及成本。”

南沙海关还在南沙自贸试验片区创新推行了其他
多项减免税改革，对在南沙自贸试验片区进口的远洋
自捕鱼、重大技术装备减免税项目实施通关无纸化，企
业不需打印纸质《征免税证明》，通过电子数据就能在
口岸通关。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

：

推行通关减免税改革

本版编辑 陈 艳 秦文竹

形成上下游能源产业链条——

内蒙古晋冀联手打造“长城金三角”
本报记者 刘存瑞

山西大同、内蒙古乌兰察布、河北张
家口三市均位于内蒙古晋冀交界处，是
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榆三大经济圈接
合部，总体上同处一个经济圈、生态圈、
文化圈，有着相似的资源禀赋和较强的
产业互补性，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基
础和有利条件。

深化“乌大张”区域合作，打造蒙晋
冀“长城金三角”，实现一方水土、一方经
济与一方人口的协调发展，既是落实国
家区域发展总体思路，增强区域整体实
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又是形
成发展新高地，带动区域快速发展的重
大举措，也是三地深度融入京津冀的重
要途径。今年 4 月，蒙晋冀（乌大张）“长
城金三角”合作区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标志着蒙晋冀（乌大张）“长
城金三角”合作区正式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作为三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区域合作
平台，内蒙古晋冀携手不仅对促进三地
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意
义重大，同时有利于建设国家重要的能
源基地，为构建国家欠发达地区经济合
作模式提供借鉴。

从资源优势看，“乌大张”三地同属能
源矿产富集区和生态功能区。在能源产
业方面，大同是“中国煤都”，煤炭生产输
出占有很大份额，张家口正处于华北较大
的电力负荷中心，乌兰察布是重要的能源
输出基地，三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上下游
能源产业链条。近年来,大同加大煤炭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正从煤都向“建设国家
新能源示范城市”转型；张家口积极进行
产业转移；乌兰察布在园区平台建设、土
地、融资等方面被列入国家区域性承接产
业转移规划，对于承接大同、张家口地区
煤化工、煤炭储配、机械制造等产业项目
具备成熟的发展条件。

去年以来，三地不断增进往来，达成
联手建设“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组团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识，明确在三地
之间的基础设施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
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方面开展实质
性合作；打造共同的宣传品牌以及旅游、
食品等产业品牌，为合作区的经济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随着“长城金三
角”经济合作区的建设，110 国道兴和段

至张家口交界处等 10 多处“断头路”疏
通被同时列入规划，三地分头施工，共同
建设。同时，三地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内部
交通衔接，一方面完善省际通道、国道，
另一方面畅通对外交通枢纽，加快大张、
集张城际轨道和高铁等重大交通项目建

设，切实推进乌兰察布、大同、张家口三
地路网的对接，实现三地交通的互联互
通。截至目前，三市产业合作项目达 36
个，总投资近 190 亿元。目前合作区协调
办公室已完成三市区域合作需求项目初
期收集工作，收集汇总各类项目共 218
个。其中，大同新荣区“飞地经济”构筑的
一体化氟化工园区全面开工，察右中旗
风电装备生产基地建设正紧锣密鼓进
行，集宁区总投资 10 亿元的云计算中心
全面投入运行，1600 多个机柜、3000 台
服务器使“乌大张”三地共享云平台。

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孙绍骋认
为，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建设要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进而促进县际之间、市
际之间、省际之间的双向互动，促进区域
的大开放、大开发，加快打造内蒙古晋冀
三省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国家发改委地
区司副司长于和军表示，蒙晋冀（乌大张）

“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的建设适应发展大
势，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一如既往
地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为合作区建设、三
市协同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与帮助。

据了解，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
角”合作区第二届联席会议上，乌大张三
市签约了 8 个项目，三市林业、邮政、农
业职能部门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
市企业也签订投资合作项目协议，涉及
房地产开发、汽车销售和石墨研发生产
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 29.5亿元。

为加快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蒙晋冀（乌大张）

“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第二

届联席会议于 8 月 18 日

在山西大同召开，三地协

商融合之策，共谋发展大

计。同时，三地市长签署

了《协同推进蒙晋冀（乌大

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规

划》认同书，进一步加强区

域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

体化共赢发展

温州派出919名机关干部进村挂职
发挥“村第一书记”的“主心骨”作用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十条措施的通
知》，力争到 2025 年，福建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1 万亿
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2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占比达 40%。

十条措施包括积极营造体育产业发展氛围、创新体
育场馆运营机制、加快完善体育场馆设施、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积极发展体育健身休闲业、进一步丰富体育赛事活
动、促进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体育用品制
造业、完善人才队伍培养引进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
制等。

在群众体育方面，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
政预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群众健身消费。
同时，发展健身休闲项目，建立覆盖各类体育健身休闲项
目的组织体系和竞赛体系，以城市社区为重点，加快发展
适合不同消费需求的体育健身俱乐部。

福建公布 10 条措施助力体育产业
力争 2025年总规模达 1万亿元

8 月 9 日，在额尔古纳市亚洲第一湿
地景区检票口，《经济日报》记者看到，等
待检票的人们排起了长龙。景区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7 月中旬以来，湿地景区接
待游客持续上升，8月 5日当天，游客数量
达到 9900 多人，门票收入 50 余万元，创
景区日收入历史新高”。

“蒙源、俄俗、界河村，湿地、花海、白
桦林”是额尔古纳市旅游资源的生动写
照。业内人士指出，额尔古纳浓缩了呼伦
贝尔旅游资源的万种风情，亚洲第一湿

地、中国最后一片寒温带明亮针叶原始森
林、弘吉剌部蒙古大营、莫尔道嘎国家森
林公园、白桦林、中俄界河景区⋯⋯许多
地域“名片”在这里得到了鲜活展现。

据了解，该市先后获得“中国最具民
俗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中国特色旅游
最佳湿地”、“中国最令人向往的旅游胜
地”、“2014、2015 中国深呼吸小城 100
佳”等诸多称号。

曾几何时，木材采伐业是额尔古纳的
支柱产业，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近年来，随着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
和禁伐林木政策的推广，额尔古纳市被列
为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

在此背景下，额尔古纳市转向绿色生
态发展，紧紧围绕“独具北疆特色的高端

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基地”，将城市整体
打造为“5A 级旅游景区”，实现旅游业由
单一的“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参与体验、
娱乐购物、健康养生”的特色多样型转
变。同时，主打“生态绿色、蒙源俄俗、口
岸跨境、度假休闲”的旅游名片，充分挖掘
旅 游 资 源 潜 力 ，推 进 旅 游 与 文 化 组 团
发展。

今年，第四届中俄界河大舞台在额尔
古纳启动，蒙古之源·蒙兀室韦民族文化
园项目开园运营，冰泉小镇项目正式开
业，莫尔道嘎森林小火车配套设施项目建
设即将投入运营，湿地博物馆、哈日乌拉
大酒店等项目已开工建设⋯⋯在项目带
动下，旅游业成为该市极具活力、发展较
快的产业之一。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

市接待游客 92.3 万人次，旅游收入 7.4
亿元。

来自浙江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有朋友来过额尔古纳，告诉我这里很美。
今天，我开着房车，带着家人一路奔至额
尔古纳。百闻不如一见，这个地方生态资
源保护得非常好，真是太美了”。

随着额尔古纳市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该市旅游接待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目前，
全市共有家庭旅游接待户和家庭宾馆
400 余家、床位 3.3 万张，每户年平均收入
达 30 万元。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还提高了
劳动就业率，目前额尔古纳市旅游从业人
员达 5000 人，间接带动社会就业 2 万余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旅游业
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内蒙古额尔古纳：

从 木 材 采 伐 到 生 态 旅 游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王志强

图为江西新干县凯威箱包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组装

行李箱。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箱包产业，通过引进新

技术和自主创新，不仅使企业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还带

动和吸引了 160 家箱包企业云集新干县，形成了 100 多

个自主品牌。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贵州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上半年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从机关中“精挑
细选”出的 919名党员干部，近日将奔赴全市 11个县(市、
区)的落后村、扶贫帮扶重点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担任

“第一书记”，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按照温州市委的思路，将通过以点到线、由线带面

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推动农村发展。通过“第一书
记”的“主心骨”作用，改变落后村的面貌，带领农民
脱贫致富。

据悉，温州首批到村的“第一书记”任期 2 年。为支
持他们做好工作，温州各县（市、区）的年度市级财政将在
下达的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每个“第一书记”派驻村不
少于 10 万元的帮扶项目经费，并统筹安排其他涉农资金
作为帮扶补助。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
日前公布的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期中”成
绩单显示，该省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86.21 亿元，同比增长 22.8%，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1.4 个百分点。在投资的强劲
拉动下，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上半年同比增
长 10.7%，增速位居全国第二，经济发展
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快、快中见
好”的态势。

扩大投资，贵州首先从营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入手，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激发市
场活力的“乘法”。

近年来，贵州省持续深入推进行政体
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清理行
政事业性收费。同时设立政务服务中心，
实现行政审批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

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压缩行政
审批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率。今年上半
年，该省共审批、核准、备案项目 6046 个，
其中由省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备案的
项目仅为 65个。

同时，深入开展“双服务”活动，实施
工业“百千万”工程，为项目发展创造更好
的环境。通过领导包片、责任到人、定期
跟踪督查等机制，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逐一排查并协调解决，为全省“百千万”
企业解决问题近 2000个。

抓平台建设，为资本落地提供基础。
2013 年以来，贵州省加速推进 100 个产
业园区、100 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100 个旅游景区、100 个示范小城镇、100
个城市综合体等“5 个 100 工程”，以及贵

安新区等发展平台建设。2014 年“5 个
100 工程”完成投资 4864 亿元，同比增长
35.6%；贵安新区完成投资 500 多亿元，
引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贵州省还着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多渠道筹集发展资
金。截至 5 月底，贵州全省储备 PPP 项目
848 个、总投资 3792 亿元，拟吸引社会资
本 1754 亿元，其中已开工 128 个。同时，
该省还启动了高速公路“BOT+EPC+政
府补助”建设模式。目前共建成项目 2
个、完成投资 104 亿元，另有项目 12 个在
建，投资总额 865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加快
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后，
贵州将国家七大重点工程落实到 2242 个

具体项目，总投资 7847.85 亿元。目前已
开工 671个，累计完成投资 815.89亿元。

去年以来，贵州省通过铁路建设大会
战、高速公路三年会战、水利建设“三大会
战”和“四在农家·美丽乡村”6 项行动计
划，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在产业投资上，贵州在服务业及大数
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投资持续增
加。2014 年，该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下降 13.39%，位居全国首位。今年上半
年，该省有色冶金、化工、电力行业投资增
速同比分别回落 12.0、12.8 和 13.2 个百
分点，信息服务业、生物制药的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 36.2%和 192.3%。投资结构的
调整，有效改善了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条
件，促进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炜伟） 国
家能源局日前批复支持建设山西大同
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
地。据介绍，这是我国首个促进先进技
术 光 伏 产 品 应 用 的 大 规 模 光 伏 电 站
基地。

示范基地招商代理单位水电水利
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在启动会
上介绍，示范基地 2015 年建设规模为
100 万千瓦。基地旨在规模化应用先进
技术光伏产品，打造“光伏新技术示
范地、领跑技术实践地、先进技术聚

集地”，促进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 。 同 时 ， 示 范 基 地 将 发 展 光 伏 发
电 、 新 能 源 与 治 理 采 煤 沉 陷 区 相 结
合，对于探索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
进而推动资源型城市能源发展方式转
变都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示范基地的全部光伏电站
项目都将采购达到“领跑者”先进技术
指标的光伏产品，例如多晶硅和单晶硅
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应达到
16.5%和 17%以上，所有产品均应通过
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的检测认证。

我国首个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落户山西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