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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
力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价
格形成机制，坚决放开竞争性
领域和环节价格，灵活发挥价
格杠杆作用，敢为人先、蹄疾步
稳 ，将 价 格 改 革 不 断 向 纵 深
推进。

价格改革本质上是厘清政
府和市场关系。近年来，在认
真评估风险、科学论证、广泛听
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国家
最大限度地放开能够由市场形
成的价格，减少政府干预。

从中央层面看，已经先后
放开、下放了约 80 项商品和服
务政府定价。各地结合本地实
际，也主动放开、下放了一大批
政府定价项目，更好地发挥价
格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的
积极作用。

经过 4 年多的努力，目前
中央和地方政府定价范围已大
幅缩减。2015 年新颁布的中
央定价目录仅保留7种（类）20
项政府定价。31 个省区市定
价项目也由 4 年前的平均 100
多项减少至平均 45 项左右，主
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
性服务和自然垄断行业。

在大幅缩小政府定价范围
的同时，国家抓住近几年价格
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时机，
在妥善处理上下游、居民与非
居民、国内与国际关系基础上，
区分基本与非基本需求，深化
农产品、资源能源、医疗、交通
运输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逐
步建立起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变
化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在农产品价格方面，有序
开展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完善稻谷、小麦最低
收购价政策；在能源价格方面，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在医药价格
方面，推进药品价格改革，实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有序
推进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开展按病种收费工作；
在交通运输价格方面，完善铁路运价形成机制，有序推进
民航运价改革。

我国还加快建立健全政府定价制度，推进政府定价
项目清单化，以成本为基础的政府定价制度主干初步搭
建，在垄断行业价格精细化、科学化监管方面迈出了重要
步伐，初步搭建了垄断行业价格管细管好管到位的制度
设计，科学、规范、透明的政府定价制度正在加快建立。

随着价格改革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价格管
理从政府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建机制、强监管的转变，价
格机制在市场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不断提升，在发挥市场
决定资源配置作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
效果不断显现。 （下转第二版）

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
展，短短几年，首都北京的转变令人惊
叹！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牛鼻子”，
北京通过疏解功能做“减法”，剥掉“白菜
帮”，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探索出
一条减量发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
新路。

像为数不少的北京村庄一样，位于丰
台区卢沟桥乡的小井村，多年前也一门心
思招商。村里的“算盘”打得精：一个占地
20 亩的厂子，一年土地租金能收几十万
元到上百万元，家家户户都能有分红。一
路“聚”下来，2010 年前后，村里纸箱厂、
锅炉辅机厂、瓷砖市场等小厂子、小门脸
达到上百家。

但工厂和上万外来打工者聚集，也使
噪音、污染、拥堵，环境脏乱差随之而来，
发展走进死胡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我们才
恍然大悟，小井的病根儿就在‘聚’上。”村
党总支书记王学军说，村里开始有计划地

将100多家低端企业逐步退出。
环境好了，“高大上”的项目主动找上

门。如今，村东的北京文化创新工场万开
基地入驻了 48 家企业，全是文化、金融、
科技类的绿色高端产业。“一个科技人才
创造的价值，抵得上10名流水线工人；一
个创新工场的产值，能顶100个纸箱厂。”
王学军说。

小井村的变化，投射出近几年北京从
“聚”到“疏”的转变。3 年来，北京疏控并
举取得积极成效。在疏存量方面，累计停
产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制造业企业
1507 家 ，调 整 疏 解 商 品 交 易 市 场 388
家。在控增量方面，充分认识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把握“舍”与“得”辩证关系，制定
实施严格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从2014
年第一版禁限目录发布到 2016 年年底，
北京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1.6
万余件，新设个体同比减少47%。

北京在“疏”字上持续用力、“舍”字上
保持定力，是为了在“优”字上集中发力。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严
格保证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流向创新企业。

2014年，微软收购诺基亚，将诺基亚
位于星网工业园的工厂迁离。经过上百
次的谈判，诺基亚以合理成本腾退，北汽
新能源研发中心“接棒”入驻。不久后，这
块占地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厂区将正式
转型，用于北汽新能源建设世界级的创新
科技中心。

近两年来，开发区共完成 13 个项目
的“腾笼换鸟”。通过各个部门通力合作、
创新政府服务方式，这里正关上一扇低
端、无序发展的窗，打开一扇迎接高精尖
的门。

作为首都创新发展的主平台之一，建
设中的怀柔科学城的核心任务是建设世
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这里将充
分发挥中科院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北
京市科教资源丰富的综合优势，打造跨领
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网络，成为原始性
创新成果的“诞生地”。

舍弃“白菜帮”，专心做好“白菜心”，
北京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总部
经济特征更加明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成为新的增长点。5 年来，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3%、2016 年
达到 2.49 万亿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总收入跃过 4.5 万亿元，科技进步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至60%。

如今，北京已调整退出一大批一般性
制造业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推进教育、
医疗单位向外转移布局，城市副中心建设
实现良好开局，京津冀一体化、生态环境
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取得明显成效，“大城
市病”得到积极治理，全市常住人口增量
和增速持续下降，城六区常住人口出现拐
点，实现了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
谋发展的重大转变。

“转型发展时不我待。”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表示，今后，北京要抓住用好京津冀
协同发展、建设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
副中心、筹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等重大历史机遇，牢牢把握“都”与“城”的
关系，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使服务保
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
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
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更加突出减量集
约，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有效解决“大城市
病”；更加突出创新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
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7 月的河北昌黎，骄阳似火，但当地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新建的各项“增值”项
目施工进度丝毫不减。在昌黎碣石山东
麓，中粮集团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一栋 1.4 万平方米的酒庄正拔地而起；由
天津天士力集团投资打造的金士红酒养
疗庄园居家康养区、葡萄种植基地等项
目已全面开工建设。而在碣石山西麓，
贵州茅台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投
资 3 亿元的茅台凤凰酒庄已处于建设收
尾阶段⋯⋯

昌黎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有 400 多
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与法国波尔多等多个
国际知名葡萄酒产区同处北纬 39°这一
酿酒葡萄黄金种植带。该地区土壤钾含
量丰富，日照时间长，是世界上最适宜种
植酿酒葡萄的区域之一，1983 年生产出
了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历经30多年
的发展壮大，一粒小小的葡萄，已然“串

起”大大的产业。目前，昌黎已经形成了
集鲜食与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橡
木桶生产、酒瓶制造、葡萄深加工技术科
研与检测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种植的赤
霞珠、马瑟兰、西拉等酿酒葡萄已达数万
亩，葡萄酒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25亿元，
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网络，拥有
6 家葡萄酒专项研发机构。该县葡萄酒
产品先后获得 2015 年巴黎 Vinalies 国际
葡萄酒评比大赛金奖、2016 国际领袖产
区葡萄酒质量大赛金质奖等奖项，昌黎也
先后获得了“中国酿酒葡萄之乡”“中国干
红葡萄酒城”等称号。

不过，昌黎却并没有满足与此，而是
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行业聚集度，进
而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种植基地+酒庄+文化+旅游”正成
为当地葡萄酒业发展的新潮流。记者在
华夏酒庄了解到，为促进“工业旅游”业态

发展，中粮华夏成立了专门的旅游公司，
发展酒庄观光游，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旅游收入近千万元。目前，昌黎已有包括
中粮华夏、朗格斯等多家酒企在自家种植
基地发展起酒庄旅游产业，其中，中粮华
夏酒庄、朗格斯酒庄、茅台酒洞等11座酒
庄已经建成，另外海亚湾酒庄、嘉泰酒庄、
龙灏酒庄等 4 座酒庄正在建设之中。根
据规划，未来碣石山东麓将建成葡萄酒庄
30余座，形成具有典型区域风格的“碣石
酒乡”。而在碣石山西麓的缓坡山地，规
划了面积 25.6 平方公里的“凤凰酒谷”，
谋划建设风格各异的酒庄、酒堡99个，目
前，茅台酒庄、龙灏酒庄、金海国际等企业
纷纷落户于此。

葡萄产业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更是
含金量十足的富民产业。十里铺乡现在
98％以上的耕地种上了葡萄，当地农民
不光卖葡萄和葡萄酒，还开设了农家乐，

出售旅游工艺品，吸引了大批城里人来此
休假、旅游。耿学刚是当地葡萄种植合作
社的理事长，现在建起了庄园型家庭酒
堡。耿学刚说，现在自家酒堡的建设和生
产都走上了正轨，“每年来耿氏酒堡参观
的游人络绎不绝，特别是在金秋时节，游
人可到这里采摘酿酒葡萄，亲自参与家庭
酒堡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的工艺流程，
并留下‘自酿酒’标签印记”。

昌黎县委书记刘学彬表示，“葡萄
酒、皮毛等传统产业是昌黎县经济的支
柱产业，我们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先手棋，通过一二三产之间相互渗
透、前后联动和跨界配置，做深做透产业
链”。据悉，昌黎正全面推进以干红小
镇、葡萄小镇、诗词小镇等特色小镇为重
点起步项目的碣石国家公园建设，努力
打造 102 平方公里的特色生态休闲度假
功能区。

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

北京：剥掉“白菜帮”构建“高精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价格改革

：蹄疾步稳

推向纵深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河北昌黎:葡萄产业链越拉越长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雷汉发

据新华社贵阳 7 月 22 日电 （记者李黔渝） 我国
主导制定对钢丝绳的分类、材料、技术指标、验收条件等
的规范《钢丝绳——要求》，日前正式成为国际标准，并成
为国际钢丝绳行业的基础标准。

该标准由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和贵州省钢丝
绳厂共同制定，已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批准出版发
行。该标准增加钢丝绳的结构和种类；增加了一种破断
拉力试验方法，使标准更灵活适用；扩展钢丝强度级上
限，并增加锌铝合金镀层，体现技术进步和钢丝发展水
平。标准的制定将有利于提升我国钢丝绳产品、产业的
国际形象和竞争力，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便利。

我国钢丝绳行业规范成国际标准

本报厦门 7 月 22 日电 记者沈慧从今天召开的深
海大洋生物资源探测开发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深海菌种
库，分离了近万株微生物，宝藏大洋菌株 9000 余株，彻
底改变了我国在国际海底基因资源研发领域的状况。

深海作为天然基因资源库，蕴藏着巨大的应用开发
潜力，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我国深海生物资
源勘探开发领域已发表 SCI 论文 500 多篇，完成 100 多
个海洋微生物新物种分类与系统进化研究，我国已成
为国际上深海微生物新物种发现与分类的重要力量；
逐步形成了以“蛟龙号”“海龙号”“潜龙号”这“三龙”为
代表的深海装备体系，显著提高了精确获取生物样品
的可能性和准确性，为我国海洋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
有力支撑。

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深海菌种库7月20日，大型收割机在安徽庐江县庐城镇新桥村抢收成熟的早稻，全县40万亩早籼稻机收全面开镰。
庐江县是传统的双季水稻产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近 40 万亩，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由于今

年有了强有力的科技力量支撑，加上气候雨水适宜，全县早稻全面丰产，普遍亩产在480公斤左右，试验区亩产
达650公斤。为确保“双抢”期间农机化生产，目前，400多台大中小型收割机分布在全县17个镇田间地头，帮助
农民开展机械化抢收。 左学长摄

安徽庐江：

40万亩早稻机收全面开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