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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山高
路远、交通不便一度制约经济社会的发
展。2015 年 12 月 26 日，连接赣南闽西
中央苏区的赣瑞龙铁路开通，结束了赣
南闽西无动车开行的历史。

经脉贯通，一通百通，赣闽老区的潜
在发展优势被全面激活。1 年来，赣瑞龙
铁路共计发送旅客 364 万人次，单日最
高发送量 1.3 万人次，既方便了沿线百姓
出行，还助力赣闽老区发展驶上“快车
道”。

“交通圈”扩大百姓生活圈

江西赣州市和福建龙岩市分据武夷
山 脉 南 段 东 西 两 侧 ，相 距 不 到 300 公
里。过去，由于高山阻隔，赣州至龙岩铁
路最快也要 4 个多小时，至厦门最快 6.5
小时，至福州需要 16小时。

赣州至龙岩最快 1 小时 52 分、至厦
门最快 2 小时 55 分，至福州最快 4 小时
29 分——赣瑞龙铁路通车后的这一组数
据，拉近了中部地区的赣州和东南沿海
的厦门、泉州、福州等地之间的距离，带
来了赣南闽西“同城效应”的发酵。

赣州人黄茹曾就读于龙岩学院外语

系，毕业后留在龙岩工作。伴随着赣瑞
龙铁路的通车，她现在每个周末都可以
回赣州了。“2 个小时的车程，感觉就像在
一个城市。”黄茹说。

类似的“双城记”，在赣闽两省间还
有很多不同演绎。赣瑞龙铁路通车后，

“公交化”开行的动车组在缩短交通圈的
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圈。“同城生
活”成为两地人民的热词。

1 年来，赣瑞龙铁路经历了春运、暑
运、小长假、黄金周等“假日运输”的考
验，开行动车从初期每天 4 对至目前每
天 9对，平均客座率达 80.8%。

撑起老区振兴新“支点”

在赣南闽西，古田会议会址、共和国
摇篮景区、长征第一渡等红色旅游资源
享誉海内外。然而，受制于交通的不便，
一些游客曾经望而却步。

如今，赣瑞龙铁路通车为游客提供
了全新选择。2016 年国庆，来自杭州的
游客丁俊和女友搭乘赣瑞龙铁路动车，
把赣州、瑞金、于都、长汀、上杭、古田等
红色景点城市游了一遍。

“坐动车出游，大大压缩了在路上的
时间，快旅慢游让我们轻松游览更多景
点。”丁俊说。

赣瑞龙铁路通车后，安全、高速、便捷
的交通优势和沿线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相融，吸引大量游客，兴起了红色旅游热。
1 年来，赣瑞龙铁路沿线地区纷纷布

局，抢抓“动车+旅游”的机遇。龙岩市旅
游局先后在武汉、成都、北京、上海等 10
个大中城市召开旅游推介会。在 2016
年厦门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上，龙岩中
央苏区公园、客家风情生态农业观光园
等旅游项目吸引投资 20多亿元。

赣瑞龙铁路通车，受益的不只旅游
业，还激活沿线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为其注入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撑起赣南闽西振兴发展的新“支点”。

1 年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北京天
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大企业陆续入
驻赣州，投资均在上亿元；瑞金市在赣瑞
龙铁路沿线开发建设占地 600 亩的集商
贸、仓储、零担货物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
物流园区；福建（龙岩）稀土工业园、晋江

（长汀）工业园、汀州物流园等一批重点
产业园均已在长汀南站周边“落座”。

值得一提的是，赣瑞龙铁路通车后，
与老赣龙铁路一道，实现赣龙通道的客
货分离，充分释放了沿线运能。今年以
来，通过铁路发送龙岩当地特产总量达
1 万余吨。

变“铁路末梢”为“交通枢纽”

翻开铁路路网图可以看到，赣瑞龙
铁路西与京九铁路相连，东与龙厦铁路、

漳龙铁路相接，在赣南闽西间架起了一
座“金桥”。这不仅可以实现赣南老区与
海西经济区的“同频共振”，还能助力东
南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协同发展。

龙岩市铁路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李祥
才说：“赣瑞龙铁路的通车，龙岩从‘铁路
末梢’摇身变成了海峡西岸连接内陆省
份的‘交通枢纽’，为龙岩全力打造创新
型工贸旅游强市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了解，旅客途经赣瑞龙铁路，可方
便快捷抵达广东、浙江、江西、安徽、江
苏、福建、上海、广西等地区。一张快速
通达的铁路网，不仅让赣南闽西的人们
出行更便捷，还将助力革命老区对接“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

实际上，赣南闽西依托铁路网融入
的“大格局”还不止于此。

在龙岩火车站，除了赣瑞龙动车的
停靠站台，其北站房建设正稳步推进，为
南平至龙岩铁路通车做准备。南龙铁路
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闽西革命老区铁路
网络，改写龙岩至永安、南平等方向无动
车开行的历史。而在赣州，通往南昌的
昌赣客专建设如火如荼，通往深圳的赣
深客专也即将全线开工，这将助力赣州
打通“贯南通北”的快捷客运通道。

受制交通的不便，赣南闽西发展曾
“落后一程”。如今，随着铁路网的不断
升级和完善，赣闽苏区未来发展将有更
多新期待。

赣瑞龙铁路开通运营一周年，激活沿线潜在发展优势——

赣南闽西动车开行动力大增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刘 燕 王荣翔

本 报 讯 记 者 沈 则 瑾 报
道：长三角品牌发展论坛暨
长三角品牌建设联盟启动仪
式日前在上海举行，专家学
者 深 入 探 讨 了 全 球 化 背 景
下，如何发挥品质与知识产
权 在 品 牌 建 设 中 的 关 键 作
用，推动品牌战略与知识产
权战略联动发展。同时还发
布 了 《上 海 品 牌 发 展 报 告

（2016）》。
长三角品牌建设联盟的成

立是对长三角区域品牌建设的
又一次突破性实践，是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品牌专委会进
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品牌
经济服务水平的重要一步。上
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
说，长三角品牌建设联盟将有
效整合长三角品牌经济资源，
助力长三角城市品牌建设以及
品牌企业成长，加速推进长三
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品牌经济
发展。

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
室副主任、长江三角洲城市经
济协调会办公室主任姚新认
为，长三角的品牌资源是长三
角经济体系中最优质的部分，
是长三角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标
志，也是长三角城市群统筹国
内外资源、参与国内外竞争的
重要载体，在我国推进品牌经
济建设过程中具有示范性和引
领性作用。

为促进长三角品牌建设联
盟的落地发展，长三角品牌专
委会还与上海德真工贸有限公
司签署了共建长三角品牌展示
与交易中心的协议，并与上海
部分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合肥市、马鞍山市等
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了发起共建长三角品牌建设联盟
协议。

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区域合作处处长程建新
介绍，长三角品牌建设联盟是长三角地区品牌合作、研
究、规划、咨询、推广与传播资源跨界整合的平台，通
过品牌资源、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等的开放共享，实现
优势互补，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
学、研、媒”相结合的品牌经济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跨
区域、跨行业的品牌发现、培育和推广协作机制，营造
优良的品牌建设生态系统。

整合

品牌经济资源长三角成立品牌建设联盟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日
前通过国务院 10部委联合验收，即将封关运营。

乌鲁木齐海关副关长艾尔肯·吾买尔介绍说，乌鲁
木齐综合保税区是继阿拉山口和喀什之后，新疆建设的
第三个综合保税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外向型
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该综合保税区将努力打造成集保
税加工、保税物流、口岸作业和综合服务等功能为一体
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享受保税港区政策。

据了解，该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 2.41 平方公里，
已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21 亿元，二期投入达到 15 亿元。
目前已有 30 余家企业有意向入驻综合保税区，产业涉
及出口加工、跨境电商、仓储物流、跨境金融等方面。

天津着力打通省际公路“最后一公里”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通过国家验收

安徽举行引江济淮工程动员大会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悉：天
津市将以打通省际“最后一公里”为着力点，加大跨省
市公路网建设力度，市内各区均有高速公路和至少 1 条
一级公路通达周边省市相邻县市，一个快速沟通主要城
市、广泛覆盖城乡地区、高效便捷的区域路网体系正在
加速形成。

目前，天津市已基本实现京津双城 1 小时通达、津
冀主要城市 3 小时通达。“京津发展轴”第三条高速公
路通道即南通道京台—京沪—津晋高速已经形成，加上
北通道京津高速、中通道京津塘高速，京津间实现了多
通道快速通达。

目前，津石高速公路正在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其通
车后将结束天津去往石家庄需绕行保定或沧州的历史，
实现 3 小时直达。天津市规划了“九横六纵”的市域高
速公路网，其中有“九横四纵”与北京、河北高速公路
网无缝对接，兼有市域骨架通道与区域主通道的双重功
能，实现市域路网与区域路网的完全融合。此外，天津
市还规划了“32 横 18 纵”的普通国省道网，将沿市域
边界与北京、河北形成 42 个接口，平均间距 10 公里至
15公里，跨省市出行将变得更加便捷。

尽管是元旦假期，但作为全国 28 个
内河主要港口之一的九江港仍然一派忙
碌景象。站在码头上，九江市港口管理
局副局长陈国杨告诉记者，截至 2016 年
11 月，九江港长江干线区段实现货物吞
吐量 10290.91 万吨，同比增长 9%；集装
箱量 25.01 万 TEU，同比增长 7%，标志
着九江港已进入亿吨大港行列。当前，
九江港正在着力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
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多式联运发
展，并把在保护中开发作为发展的先导
思路，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成为生
态保护和港口物流均处于先进水平的长
江中部地区大港。

九江港的飞速发展，是江西省打造
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增强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通道支撑的一
个缩影。

共同振兴长江航运

从省内到省际，江西正借长江经济
带建设的发展契机，围绕对接长江黄金
水道，统筹推进航运、铁路、公路、航空及
综合枢纽工程建设，尽快打通联江通海
的战略通道，形成四通八达、高效便捷的
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增强参与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通道支撑。

水运是其中重要一环。近年来，江
西着力构建“两横一纵”高等级航道体
系。在航道建设方面，推动长江中游 6
米深水航道治理；建成赣江井冈山、新
干、龙头山三大枢纽，提升万安枢纽船闸
通航能力；加快信江高等级航道建设，重
点建设八字嘴、双港两大枢纽和航道工
程；改善鄱阳湖区和五河闾通航条件，两
江水运主通道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形成
干支畅达、通江达海的高等级航道网络。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江西还积极

“外出”寻找机会，联合长江中游其他省
份，力争把中部城市群航道整治、大型港
口工程等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层面规划范
围，谋划统一航运市场，形成合力。

2015 年 5 月，湘赣鄂三省联合召开
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运合作联席会议，
提出在规划对接、航道连通、港口合作、
企业联盟、港航管理、安全应急六大领域
加强深度合作。“重点是鼓励三省航运企
业加强合作，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开展合
资合作、协调资源配置、互为供应服务
商、共同开发客户、开拓新兴市场等方
式，在航运、码头、物流等领域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研究发展‘互联
网+航运’，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运物
流信息化平台，优化对水运物流主体的
服务。”江西省港航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港口合作方面，将建立武汉港、岳
阳港、九江港分工合作机制，最大限度扩
大辐射范围，增强区域竞争力；在港航管
理方面，推动设立水运航线发展引导资
金，制定实施优惠政策，同时推进襄阳、
长沙、上饶等地无水港建设，扩大港口腹
地范围⋯⋯

目前，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四省正
合力推进长江中游“645”深水航道整治
工程（长江武汉至安庆 6 米、宜昌至武汉
4.5 米深水航道），整治完成后，江西北大
门的出海口九江港可通行万吨级海轮。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江西全省高
等级航道将达到 795 公里，赣江赣州至
南昌三级航道全部打通，信江高等级航
道建设全面启动，赣江全线可通航千吨
级以上船舶。

构建立体交通走廊

从高处俯瞰南昌黄家湖立交施工现
场，主体结构已然成型。工程负责人告

诉记者，昌九快速路改造建设完成后将
对完善东西、南北向的路网结构，加强
昌九一体化，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加速推
进是江西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一
个 缩 影 。 2015 年 5 月 ， 江 西 省 发 布

《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依托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
见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对接沿江和
周边省高速公路网，全面打通 28 个出
省高速通道，建成“四纵六横八射十
七联”高速公路网，确保高速公路通
车 里 程 达 到 6000 公 里 。 加 快 建 设 武
九、昌吉赣、合安九、赣深、昌景黄等
客专，九景衢、渝长厦等快速铁路，构
建以京九、沪昆大“十”字形高铁为支
撑，覆盖所有设区市的“四纵四横”快
速铁路网，实现南昌到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心城市 1 至 2 小时，到上海、广州等
周边主要城市 3 至 4 小时，到北京 6 小
时到达。

同时，江西还积极推进建设西安—
武汉、南昌—福州、南昌—合肥、南昌
—武汉、武汉—合肥—南京等高速铁
路；加快建设昌吉赣客专，积极研究推
进昌九客专，加快推进昌景黄铁路，完
善快速铁路网络；推进昌九城际、南昌
至修水、南昌至进贤至抚州、南昌至高
安、南昌至丰城城际铁路建设，形成南
昌至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城市 1 至 2 小
时、至长三角主要城市 3 至 4 小时交
通圈。

航空方面，江西将实施昌北国际机
场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昌北国际机场 1
号航站楼改造工程，加密国内干线航
班，争取新增 1 至 2 条南昌飞欧洲、美
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航线，
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包机发展。

推动产业分工协作

2016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批复设立
江西赣江新区。批复中指出，赣江新区
建设要以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为引领，着
力推动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
改善民生，努力把江西赣江新区建设成
为中部地区崛起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重要支点。

“赣江新区的建设将进一步强化南
昌、九江双核引领作用，提升江西区域经
济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从而更
好地参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的资源
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江西省社科
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说。

目前，赣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昌九大道一期工程已建成通车，昌九高
速“四改八”扩建工程开工，武九客专、昌
吉赣客专、九景衢铁路建设加快推进，以
新区为核心的大“十”字高铁格局加快形
成，城市轨道交通、航道港口、机场航线
等新建、升级工程稳步推进；新区市政基
础设施全面铺开，建成园区道路 80 多公
里，水、电、气、污水管网等市政配套设施
同步推进；园区标准厂房等配套设施加
快推进，已在南昌临空经济区建成 30 万
平方米、共青城 32 万平方米、经开区 11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科教人才等创新平台
启动建设，建成了腾讯青年众创空间（南
昌）、北大科技园众创空间等众创平台。

“赣江新区在产业布局方面，坚持把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转型升级作为重要
任务，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优质
产业新高地。”赣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建
洋介绍，赣江新区将重点发展智能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江西构建交通网打造产业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兴

繁忙的九江港码头一角。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江西地处中部地区、长

江经济带的中心位置，是珠

三角、长三角、闽东南三角区

的战略腹地，是粤港澳产业

产品“西进”和“北上”的必经

通道。如何充分发挥独特的

区位优势，融入长江经济带

建设，是江西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2016年以来，在融入长

江经济带的进程中，江西加

快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建设，

积极打造融入长江经济带建

设的战略支点，融入步伐越

走越宽。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报道：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动员
大会日前在安徽肥西县派河口泵站枢纽建设工地举行。
引江济淮工程总投资 912.71 亿元，建设时间预计为 60
个月。

引江济淮工程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
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
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对于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引江济淮工程历经半个多世纪规划论证、反复比选
后立项实施，包括引江济巢、江淮沟通、江水北送三
段，输水线路总长 723 公里。工程供水范围涉及安徽省
亳州、阜阳、宿州等 12 个市 46 个县 （市、区），以及
河南省周口、商丘 2 个市 9 个县 （市、区），总面积
7.06万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