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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吴 秉 泽 王 新 伟 报
道：高通 （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近日正
式落户贵州贵安新区。据了解，该公司
将成为美国高通公司未来在中国投资的
主要载体。此举标志着高通公司与贵州
的合作在范围和层次上迈向了新台阶。
此前，贵州省与高通公司于 2015 年在
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合资成立了一家芯
片研发企业，为中国市场定制服务器芯
片 。 目 前 ， 企 业 已 经 进 入 实 质 运 营
阶段。

与美国高通公司的合作，是贵州扩大
开放的一个缩影。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山
区，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地理区位成
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贵州省省长
孙志刚认为：“贵州是典型的内陆省份，要
加快发展、后发赶超，必须扩大开放。”近

年来，贵州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加快发展
的关键一招，借船出海，有力推动了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据统计，2015 年贵州完
成进出口总额 761.22 亿元，是 2010 年的
3.7 倍多；全年引进省外实际到位资金
7213.51 亿元、省外项目 4322 个，分别比
上年增长 20.1%和 84.6%。

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贵州在去年
8 月提出打造贵安新区、贵阳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
发区、遵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
综合保税区、贵安综合保税区、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积极筹建遵义综合保
税区“1+7”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进
一步优化和提升生产力空间布局，为弯
道取直、后发赶超提供战略支撑。“1+
7”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在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创新就业、产业发展、生态
文明、基础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引领
作用。贵安新区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贵阳高新区掀起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热潮，贵阳经开区基本实现“九
通一平”，遵义经开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贵阳综保区推动出台管理条
例，全国首个出版广电大数据产业项目
落户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通过平台建
设，高通、富士康、华为、浪潮等一批
优强企业纷纷入驻贵州。数据显示，贵
州“1+7”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 2015 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 1479.4 亿元，占该省工
业总产值的 13.4%。

今年，贵州将在改革、开放、创新等政
策和新引进的重大项目上，优先布局“1+
7”平台，并在财税、土地、金融、规划、建

设、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推动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
发展，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在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上，贵州近期将印发《推广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
工作方案》，涉及实行企业设立“单一窗
口”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息共
享和综合执法制度、完善专业监管制度等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将在“1+7”平台先
行先试或提前全面实施。在项目支撑方
面，贵州省将抓好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构建产业集聚、功能完善、服务配
套、安全宜居的现代园区，重点围绕大
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大健康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
等 5 大产业，招大引强瞄准国内外 500
强企业。

贵州搭建开放创新平台招大引强
重点布局的“1+7”平台去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近 150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皮家

琪日前从渤海新区有关部门获悉：今年
前 5 个月，渤海新区黄骅港吞吐量完成
1.01 亿吨，占年任务的 50.5%，同比增
长 60.96% ， 提 前 一 个 月 实 现 “ 双 过
半”。其中，集装箱完成 24.3 万标箱，
同比增长 32.7%。

在全国港口航运市场普遍低迷的
大 背 景 下 ， 黄 骅 港 仍 然 保 持 快 速 增
长。作为渤海新区的发展龙头，黄骅
港现已建成 20 万吨级航道和 33 个万吨
级以上泊位，是近年来环渤海港口群
中 最 具 成 长 性 的 深 水 亿 吨 综 合 大 港 。

它区位优势独特，腹地范围覆盖冀中
南、晋陕鲁豫内蒙古及西北等广大地
区，与荷兰鹿特丹之间形成了世界上
最短的亚欧大陆桥，被誉为“亚欧大
陆桥新通道桥头堡”。

依托港口，渤海新区全力抢抓京津
冀协同发展、环渤海合作发展、“一带一
路”开放发展、河北沿海率先发展“四
大机遇”，加快腹地开拓步伐，形成了港
腹联动的良性局面。目前，黄骅港至陕
西、内蒙古、山西、新疆、中蒙口岸的
海铁联运班列已经投运，近期将开通

“黄—新—欧”海铁联运班列和至韩国仁

川港的滚装班轮以及到柬埔寨、越南的
外贸航线。同时，黄骅港口岸扩大开放
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复，黄骅港综合保税
区年内具备封关运营条件。这些利好因
素，为黄骅港吞吐量持续快速攀升奠定
了重要基础。

在港口的带动下，渤海新区产业聚
集不断加速。今年以来，共签约总投资
1247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09 个，
同比增长 287%。特别是境外招商迅速
升温，规划面积 6 平方公里的韩国产业
园全面启动，包括世原、瑞延塔金属、
星宇等在内的一批韩资项目已实现或即

将投产。
目前，依托“九大功能园区”，渤海

新区着力打造科创、健康食品、新材
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园中园”
和“国别园”，初步构建起以石油化工、
冶金装备、港口物流等传统产业为基
础，以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临港产
业体系。汇聚了北汽集团、中国一重、
神华集团、中化集团、美国 AP、美国
嘉吉、法液空、法国威利雅等一大批国
内外 500 强企业，为黄骅港吞吐量快速
攀升集聚了巨大能量。

抢抓四大机遇，强化港腹联动——

渤 海 新 区 产 业 集 聚 加 速

随着 2016 年 5 月 15 日新火车站的
投用，鄂尔多斯融入国家铁路快速客运
网络，呼 （呼和浩特） 包 （包头） 鄂

（鄂尔多斯） 经济圈终于实现客运服务
“公交化”。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全国“两
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包昆纵轴的
北端，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核心
区。呼包鄂区域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云
集了全自治区 79%的三甲医院、70%的
普通高校、60%以上的科研机构、50%
以上的文化体育场馆；2015 年常住人
口 793 万人,占全自治区常住总人口的
32%。实现生产总值 11099 亿元，占全
自治区生产总值的 62%，为内蒙古自
治区经济从全国后列进入中游做出了
重大贡献。作为呼包银榆经济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呼包鄂集中了全国 20%的
优质羊绒、17%的煤炭、84%的稀土、
12%的天然气，堪称全国能源和矿产资
源的聚宝盆。

近年来，呼包鄂区域发展也迎来了
新挑战。发展定位有待明确，产业协作
亟需加强，基础设施呼唤互联。为此，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推动呼包鄂协同发展
领导小组，明确了 2016—2020 年呼包
鄂“成长坐标”：坚持走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建设国家资源型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验区；全面提高农
村牧区公共服务水平，建设边疆民族地
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区；加大生态投
入，建设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示
范区；主动对接蒙古国“草原之路”和
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建设中蒙俄经济
走廊的重要支撑区。

相关规划进一步明晰了呼和浩特、
包头、鄂尔多斯三市产业错位发展的功
能定位：呼和浩特建设新兴的世界乳业
中心，包头建设世界级稀土产业中心，
鄂尔多斯建设国家清洁能源输出基地。

呼包鄂用新思维谋划新特色。呼和
浩特在奶牛规模化养殖水平由 50%提高
到 97%的基础上，继续鼓励大力发展奶
牛规模化养殖、优质牧草种植，同时在
城郊地区培育发展一批高端农创园、采
摘园、观赏园、农耕文化园，打造集观
光、休闲、体验、美食为一体的农家休
闲旅游服务体系，推动农林牧渔结合、
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包头在建设稀
土 新 材 料 基 地 方 面 ， 深 入 实 施 “ 稀

土+”战略，做好国家稀土产业转型升
级试点工作，扩大稀土永磁、储氢、抛
光、催化等功能性材料产业规模，重点
支持永磁电机、镍氢动力电池、蓝宝石
切片、光谱转化材料等稀土应用产业，
延长产业链条，努力在新能源汽车、节
能环保等终端应用领域及制定稀土材料
标准方面实现新突破。鄂尔多斯集中打
造绿色煤电基地，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
设，推动神华煤制油第二三条生产线、
中煤大化肥二期、汇能煤制气等项目建
设，新增煤制烯烃产能 200 万吨、精细
化学品 120 万吨，甲醇就地转化率达到

30%左右。抓住国家支持电力通道打捆
外送新能源政策机遇，建设大型风电、
光电、光热发电站，打造国家级新能源
产业示范基地。

有侧重，更有合作。呼包鄂三地进
一步优化空间格局，突出呼和浩特核心
地位，强化包头、鄂尔多斯区域副中心
城市地位，联手打造沿黄河沿交通干线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化工、装备制
造产业带，合作培育沿阴山北麓新能源
产业带，协力建设敕勒川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带。

区域协同，优先突破的着力点在哪

里？呼包鄂首推交通要道、电力通道和
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铁路成功地构建了呼包鄂“1 小时
快速客运圈”之后，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推进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呼和浩特
—集宁—大同、包头—鄂尔多斯—西
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4 条快速客运
通道，实施呼和浩特、包头轨道交通项
目。公路方面，重点构建呼包鄂中心城
区“2 小时公路圈”，中心城区至县城一
级以上公路相连，形成快速、便捷公路
网。民航方面，加快呼和浩特机场和鄂
尔多斯航空枢纽建设，推动呼包鄂干
线、支线机场间协作。

在蒙西至天津南、上海庙至山东 2
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开工之后，内蒙
古积极谋划蒙西—湘南、鄂尔多斯—江
苏、包头北—江西等输电通道，在风电
集中的包头、呼和浩特建设 500 千伏风
电汇集站及送出通道。围绕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煤制油、煤制气项目，配套建
设蒙西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鄂尔多斯
—安平—沧州输气管道、鄂尔多斯—呼
和浩特—张家口—北京煤制油管道，同
时进一步完善呼包鄂地区天然气管网。

打造呼包鄂智慧岛，构建高速、移
动、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呼和浩特引进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建设大型云
计算数据中心以来，已建成运行的服务
器达到 30 万台，今年有望突破 100 万
台。目前已有百度、搜狐、腾讯等几十
家数据应用企业入驻，云计算产业基地
将辐射整个呼包银榆经济区。

产业错位发展，交通、电力和油气等互联互通——

呼包鄂协同规划“成长坐标”
本报记者 陈 力

从鄂尔多斯站始发的 D6774次列车行驶在包西线铁路上。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5 月 31 日，第二届中阿博
览会——中国（宁夏）国际节水
展览会在银川举行，展位前人
头攒动。

“这套集云服务、大数据以
及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云灌溉
系统更加精确，可实现泵站无
人值守，达到 60%以上的节水
率⋯⋯”E 展馆中，银川沃尔森
节水灌溉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林
一会儿指着大屏幕讲解，一会
儿操作手机示范，向观众介绍
智能云灌溉系统。感兴趣的观
众越来越多，前台分发宣传单
的员工忙碌不停。

陈林告诉记者，在去年的
中阿国际节水展上，沃尔森公
司引进一套以色列灌溉技术，
经过 1 年的消化吸收，在今年
节水展上，公司推出了全国率
先上线的一套云灌溉系统，目
前该系统已被列为中阿转移项
目之一。据了解，在宁夏开始
用工业手段管理农业的节水企
业有 4 家，它们共同的技术亮
点并不只是节水，更可促进作
物增收并提高作物品质。

“宁夏在节水管理方面已
经上了一个层次，潜力很大”，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工
程师高占义说，这次节水展反
映了一种趋势，即通过自动化、
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与结合，由过去的设施节水转向以管理方式节水。

“宁夏缺水，中国缺水，阿拉伯国家也缺水。希望我
公司的现代节水技术、装备和管理成果能与阿拉伯国家
共享⋯⋯”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顾晓波说。青龙
管业是宁夏知名节水灌溉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该公司不
仅在宁夏 9 个市区县实施了超过 15 万亩的节水灌溉项
目，且随着创新性节水灌溉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增多，
目前已先后在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实施了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

石英砂透水砖、多款砂石过滤器、雨水积蓄工程、雨
水渗透渠以及无人机渠道巡查⋯⋯第二届中阿国际节水
展上，节水企业展示的一系列现代科技“干货”，将在各行
各业的节水增效中大有作为。

节水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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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报道：从 2016年 5月 1日起，河
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20%降为
19%；失业保险费率由 2%降为 1.5%。其中，单位缴费比
例降低 0.3个百分点，由目前的 1.5%降为 1.2%，个人缴费
比例降低0.2个百分点，由目前的0.5%降为0.3%。

此次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初步测算，两
项费率降低后，可为企业减负超过 60 亿元。河南省人社
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个人待遇与个人缴费基数和年限紧密
联系，降低单位缴费比例，意味着企业交的钱减少，但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并不会因降低费率而降低。

河南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
协指导的 2016“创响中国”巡回接力活动日前在广州拉
开帷幕。该活动是全国“双创活动周”的预热活动，将陆
续由全国首批 17 个“双创”区域示范基地所在省、直辖市
或地方政府主办。广州站活动由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
府主办，广州科学城作为分会场将承办政策宣讲、创业培
训、创业沙龙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据了解，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首批 28 个双创
示范基地，包括 17个区域示范基地、4个高校和科研院所
示范基地、7 个企业示范基地。广州科学城作为广州惟
一园区被列为区域示范基地，正式纳入国家双创战略体
系的重点区域。目前，《广州科学城双创示范基地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18）》正在加快编制中，将着
力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融合发展模式，打
造全国双创模式输出地。

广州启动 2016“创响中国”活动

广西启动养老服务PPP示范项目

据新华社电 （记者安蓓 赵超）
到 2020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基本建成城际交通网
络，相邻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
节点城市之间实现 1小时通达。

根据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
印发的《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
到 2020年，其余城镇化地区初步形成城
际交通网络骨架，大部分核心城市之间、
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之间实现 1 至

2 小时通达。届时，我国城镇化地区城
际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3.6 万公里（其
中，新建城际铁路约 8000 公里），覆盖
98%的节点城市和近 60%的县（市）；新
建和改扩建国家高速公路约 1.3 万公
里。

规划确定了 21 个城镇化地区，即京
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
游、成渝、海峡西岸、山东半岛、哈长、辽
中南、中原、东陇海、关中—天水、北部

湾、太原、滇中、黔中、呼包鄂榆、兰州—
西宁、天山北坡、宁夏沿黄、藏中南等，以
及其他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化地区，这些
城镇化地区涵盖 215 个城市，包括核心
城市和节点城市。目前，人口和 GDP 分
别约占全国的 65%和 90%。

根据规划，到 2030 年，我国将基本
建成城镇化地区城际交通网络，核心城
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之间
实现 1小时通达。

2030年我国城镇化地区城际交通网络基本建成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南宁第二社
会福利院PPP（政府与私营企业、民营资本合作模式）项目
签约仪式日前举办。该项目是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之
一，也是广西首个大型养老服务PPP示范项目。

仪式上，南宁市民政局作为项目实施机构，与中选社
会资本签署了 PPP 项目合同。项目采用 BOT（建设—运
营—移交）一体化运作模式，签约后由南宁市社会福利院、
南宁威宁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天河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广西华信长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广西中医药大学
附设中医学校联合体共同组建SPV机构。由SPV机构负
责项目的投（融）资、设计（仅限于二期工程）、建设、运营管
理以及期满移交等相关工作。项目运作过程中，对 PPP
模式的积极探索，将对未来南宁、广西乃至全国PPP项目
的运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示范。

与社会资本方完成签约后，该项目将正式进入实施
阶段，并将于30日内开工建设。据了解，南宁市第二福利
院项目是南宁市“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民生项目，2012 年
立项，2015年4月该项目确定以PPP模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