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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地处江西和华东的“西大
门”，是江西省重要商贸、旅游、文化
城市，曾经的“江南煤都”。因为特殊
的市情，资源枯竭长期制约萍乡转型发
展。然而，萍乡市通过加快转型，推进
产业升级，去年 GDP 增速达 9.1%，全
市进出口总额增长 18.3%，列江西省第
一。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延续了
去年以来的良好势头，产业升级步伐明
显加快，发展新动能逐渐增强，经济总
量、质量实现了双提升。

“五色”产业转型升级

萍乡工业以“黑(煤炭)、白(陶瓷)、
灰(建材)、红(烟花爆竹)、金(冶金)”五
色闻名，五色产业带给萍乡工业繁荣的
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安全等多方
面的沉重压力。萍乡市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
新旧动能转换，让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
春，让新兴产业枝繁叶茂。

芦 溪 县 是 全 国 有 名 的 “ 电 瓷 之
乡”， 但 随 着 中 低 档 电 瓷 市 场 逐 渐 萎
缩，芦溪电瓷产业因企业规模过小、产
品档次低、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针对市场变化情况，芦溪县积极采
取提升改造、整合发展战略，集中资本
和技术优势，组建电瓷龙头企业。2013
年，总投资 15 亿元的央企中材电瓷落
户芦溪。“在中材电瓷的带动下，我们
完善了原有产业链条，吸引了一批上下
游企业进入芦溪，实现了由单一的中高
压电瓷向超高压和特高压多元化跨越，
由适应标准做产品向掌握行业话语权、
引领行业标准转变。”芦溪县委书记杨
劲松介绍，目前全县共有电瓷及相关企
业 100 余家，涵盖了上下游企业及为产
业配套服务的相关企业，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54家。
近年来，萍乡通过坚持化解产能过

剩与延伸产业链相结合、与“上大压
小”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与科技创新
相结合、与对接央企相结合，对 5 大传
统产业全面改造升级。湘东工业陶瓷产
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工业陶瓷的重要生产
基地，以化工填料为主的化工陶瓷产品
占全国同类产品的 70%。上栗粉末冶金
产业集群形成了集原料、生产、加工于
一体的较完整产业链。烟花爆竹产业从
高危行业向安全行业、文化创意产业转
型升级，以生产、机械设备制造和仓储
物流为核心的花炮产业配套产业集群，
年产值达到 188.67亿元。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
业“新树长强枝”。新制造经济蓬勃发
展，总投资 12 亿元的紫金江发新能源
汽车项目一期汽车生产线及厂房建设全
部完成建设，中材风电叶片、华朋实业
等风能开发企业加快发展；新服务经济
方兴未艾，形成了以陶瓷环保新材料为
基础，以大气治理为主导，以水处理及

重金属污染去除为补充的环保工业体
系，培育了以大气治理为主导的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了格丰科技、宝安新材料
等一批龙头企业；智慧经济风生水起，
依托企创、飞天等一大批电商创业创新
基地，孵化发展了萍实之乡、奥思等 3
家省级示范企业。去年，萍乡新兴产业
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33%，工业增加
值增长 12.6%，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
动力。

区域产业深度融合

萍乡地处赣湘交界处，区位优势明
显。近年来，萍乡市着力实施区域合作
双向发展战略：向东融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推动赣西经济转型加快发展，向
西深入对接长株潭城市群，着力打造赣
湘开放合作试验区。

随着沪昆高铁开通，萍乡与长株潭
融合为 1 小时经济圈。2015 年，赣湘
两省签署 《共建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启动赣湘开

放合作试验区建设。两年来，双方基
础设施先行，并重点推进了先进装备
制 造 、 新 材 料 、 新 能 源 、 节 能 环 保 、
生物医药、陶瓷、烟花爆竹、文化旅
游等产业对接与合作。目前，赣湘开
放 合 作 试 验 区 湘 东 园 建 设 如 火 如 荼 ，
湘 东 产 城 融 合 示 范 区 建 设 已 初 具 成
效，赣湘国际汽车汽配城项目运行良
好，S533 公路建设、东界公路改造等
与湖南对接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逐步
完善。“通过建设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
湘东园，实现一二三产业与醴陵工业
园关联和融合，加快承接长株潭地区
科技型、环保型转移产业，实现产业
优 势 互 补 ， 最 终 实 现 萍 乡 市 与 长 沙 、
株洲的无缝对接。”湘东区委书记杨志
介绍说。

截至目前，萍乡市与长株潭城市群
先后成功举办赣湘边区域开放合作交流
会，签署了 《赣湘边区域开放合作行动
计划》《赣湘边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合作
意见》 和 《进一步加快推进赣湘边区域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意见》，
并建立了党政层面的联系机制、行业层
面的沟通机制、企业层面的合作机制，
重点引进机械制造、新型材料、现代物
流、文化娱乐等产业项目，重点发展商
贸旅游和服务业，将实验区打造成投资
洼地、创业福地和发展高地。

“目前，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
有序推进，我们全力推进了渝长厦快速
铁路、萍乡至浏阳和萍乡至醴陵城际铁
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江西省能
源局已经核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在萍乡
荷尧设接气点，组建了赣湘旅游合作联
盟。”萍乡市市长李江河介绍，萍乡市
将加快推进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
促进赣西对接长株潭城市群和融入长江
经济带，建立赣湘花炮合作示范区，做
大做强赣湘花炮产业，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与此同时，与新余、宜春共
同 编 制 《 赣 西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加快推进赣西旅游
产业深度融合和抱团发展，助力江西旅
游强省建设。

传统产业转型 新兴产业崛起

江西萍乡：百年煤都由“破”而“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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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上海—喀什号”上海
首趟援疆旅游专列，满载 530
名游客和上海人民对西域边疆
的向往和憧憬，日前正式开启
上海至喀什为期 17 天的丝路
之旅。

为认真贯彻落实第六次全
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
署，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合作
交流办、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前方指挥部和上海铁路局对
接“一带一路”倡议，围绕旅游
助推脱贫攻坚任务，利用铁路
专列独特优势，探索产业援疆
旅游兴疆的新模式新载体，以
喀什作为主要旅游目的地，突
出品质化要求，有效地推进上
海至喀什旅游专列落地。

首趟援疆旅游专列“四季
上海—喀什号”由上海出发，沿
丝路西行，途径西宁、敦煌、喀
什、吐鲁番、张掖等历史名城，
游览有“天山明珠”美誉的天山
天池风景区和沙漠绿洲吐鲁
番，在体验火焰山 70 摄氏度灼
热温度后，再感觉“葡萄沟”里
的清凉；漫步喀什古城，感受独
特人文风情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的建设成果。

喀什是新疆最早被命名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上海旅游援建喀什
以来，已累计投入援疆资金 5
亿多元，支持喀什地区创建精
品景区、完善旅游设施、加强人
才培养、拓展客源市场，取得了
丰硕成果。目前，喀什地区共
有 A 级景区 51 家、星级饭店 34 家、星级农家乐 144 家，
旅游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旅游业正成为喀什地区实现
创业就业、脱贫致富的新引擎、新空间。

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
挥史家明表示，喀什正在加快建设中国国际丝路风情旅
游目的地，希望沪喀两地旅游业界更加紧密携手，共同打
造和培育喀什旅游新地标、新业态、新产品，将喀什地区
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
加满意的服务业，更好地发挥旅游业服务喀什脱贫攻坚
的积极作用。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表示，按照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推进旅游援疆工作。特别是上海
和喀什同属“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将和喀什共享上
海国际化宣传平台，持续扩大喀什旅游的美誉度和影
响力。

产业援疆旅游兴疆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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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趟援疆旅游专列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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