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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广州去东莞只需 15 分
钟》的消息刷爆穗莞两市居民的朋友
圈。根据《东莞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十三五”规划》，佛莞城际广州南站至
望洪段项目2019年完工并通车后，可与
广州地铁3号线、7号线和4号线接驳换
乘，未来东莞市民到广州番禺预计只需
要 15 分钟。另外，东莞地铁 1 号线二期
将与广州地铁 5 号线连接，穗莞深城际
线则设置了新塘站与琶洲站。广州与东
莞在轨道交通上的频繁互动，无疑将加
快珠三角城市群实现“一小时城市圈”的
步伐。

据悉，“十三五”期间广东将投资近
3000 亿元，建设包括广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在内的41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到
2023 年，广州将形成 18 条线路、总长近
800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广州 13 个地
铁枢纽综合体同步实施工程施工图审查
项目开始公开招标⋯⋯从地铁轨道到城
际轨道，再到地铁与城际轨道的连通，正
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广州，不仅是
珠三角“一小时城市圈”的中心，也已然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的核心。

同样期待与广州实现轨道交通互联
互通的中山、清远两市，最近也有了新举
动。根据规划，广州地铁18号线延长线
将延伸至中山，届时从中山出发，10 分
钟可抵达南沙自贸片区，30分钟可抵达
广州珠江新城。据清远市城市规划委员
会会议透露，清远拟建广清地铁线，目前
规划了两条通道无缝接驳广州地铁。其
中一条是连接广州地铁18号线，与广州
白云机场直接连接；另一条则是从广州
北站接出的广州地铁8号线北延线。

已经实现同城生活的广佛两地，也
将在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上迈开大
步。根据广佛两市共同组织完成的《广
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等文件，未来

佛山将有共计 10 条地铁线与广州地铁
线网中的 13 条地铁线实现无缝对接。

在珠三角，除了与省会城市广州的
联通，各地市之间也正加快互联互通的
步伐。在“十三五”交通规划中，东莞提
出，将强化深莞惠“1 小时交通圈”，同时
加强东莞与深圳的客运交通联系；中山
计划联合广州和珠海推动广中珠澳城际
轨道规划建设，以此加强中山、珠海与广
州市中心的联系，以及加强中山与南沙、
横琴两大国家级开发区的联系，实现琶
洲、南沙、中山、横琴等重要节点快速通
达的需要，完善珠江西岸的城际网络
布局。

交通的一体化，必将促进珠三角城
市间贸易投资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轨
道交通产生高密度高频率的通勤、物流，
对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分工科学布局十

分重要。随着广州与周边城市的轨道交
通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路网的建设完善，
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珠三角 1 小时城
市圈’，产业和经济的‘联动’也将接踵而
来。”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林江表示。

据了解，在轨道交通促进产业对接
方面，佛山已有谋划。早在广州地铁 7
号线将西延至佛山顺德的消息传出后，
包括中科院广州分院、广州电子所、广州
化学所等在内的广州一批顶尖研发机构
便“闻风而动”，抢滩顺德，目前已与佛企
达成多项技术服务和科技项目；去年底，
佛山还启动了广州大学城卫星城项目，
规划生活区、配套区、创业区三大板块，
未来 5 年将面向大学城人才，建 3 万套
人才公寓，并上马创新创业基金。

穗莞同城化也不甘落后。“东莞产

业+广州枢纽”将成为穗莞互动未来发
展的重点方向。根据《东莞市科学与技
术发展“十三五”规划》，东莞水乡片区将
主动承接广州地区创新资源，以发展总
部经济拉动水乡发展，形成“临港现代产
业创新带”。同时推进产城融合，大力发
展总部经济，把水乡新城建成粤港澳大
湾区东岸现代服务业中心、对接穗深港
创新创业产业合作门户、东莞城市副中
心和水乡经济区核心区，打造国际商务
目的地。

广清之间的产业联动，近年来也愈
发频繁。今年初，广东省发改委正式印
发 《广清一体化“十三五”规划》，提
出在产业发展方面，通过广清一体化，
带动清远市形成4个500亿元级产业集
群，广清产业园实现工业增加值600亿
元以上，产业转移企业达200家以上。

今年首批国家审定的 8 个玉米机收
品种中，甘肃五谷种业的五谷 318、五
谷 305 名列其中。至此，甘肃的国审玉
米品种已有 6 个。这在甘肃省农牧厅副
厅长杨祁峰看来，象征着甘肃由制种大
省向育种强省迈进。

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少有
的适宜多种农作物制种的区域，“天干
而地不干”的自然条件，让这一区域
被国内外种子生产者誉为“天然种子
生产车间”和“天然种子仓库”。通过
多年的种子生产实践，甘肃河西走廊
地区已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制种知识的
企业技术骨干和掌握农作物制种技术
的农户。

“一袋洗衣粉有问题，可以扔了重
买一袋。但是如果一袋种子有问题，那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重返贫困。”甘肃
五谷种业董事长李世晓不仅是个生意
人，也是个育种专家。怎么生产出好种

子 呢 ？ 李 世 晓 的 答 案 很 简 单 ： 科 研
为先。

心里有这个信念，五谷种业已成为
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从 2003 年成
立以来，五谷种业历经 34 个育种季，
在全国五大玉米主产区西南、西北、东
北、华北、黄淮海同时完成品种布局，
培育出一批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玉
米新品种。

“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良品种，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从
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多年
来，五谷种业培育审定的新品种有 22
个 ， 其 中 五 谷 704、 五 谷 568、 五 谷
318、五谷 305 通过国审。目前，五谷
种业已在甘肃河西走廊建立了稳定的种
子生产基地 5 万余亩，年生产各类不同
品种的精品种子 1800 万公斤。“依据新

《种子法》，我们引种备案的品种预计达

到 80 个证书，申报新品种权保护 33
项，已获批16项。”

另有数据显示，甘肃目前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杂交玉米制种基地。2016 年
全省杂交玉米制种面积 162 万亩，产种
量5.96亿公斤，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
玉米制种总面积和总产量的 49.5%和
40.7%，均位居全国第一。在 《全国新
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
2020 年)》 中，将甘肃河西走廊杂交玉
米制种基地作为全国三大国家级重点种
业基地之一布局。据了解，甘肃全省现
有玉米种子企业 113 家，前十强种子企
业销售额占全省种子总销售额的 35%，
全省制种产业优势集群初步形成。

杨祁峰认为，甘肃除了具有玉米制
种的自然优势外，经过多年培育，目前
也具有良好的种业发展“软环境”。甘
肃制定完善了17项配套管理制度及231
个种子生产、贮藏、销售等方面的地方

标准，形成以 《种子法》 为核心，地方
性法规、政府规章及各类规范性文件为
基础的种子法律体系。同时，甘肃还建
立了一支 1360 人的专业化种子管理队
伍，形成了以省级种子质量检测中心为
龙头，市级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和县级种
子质量检测机构为骨干的种子质量检测
体系，种子质量年检测能力达到 3 万
多份。

为了让“育种强省”名副其实，提
高抗风险能力和种子质量，保障供种安
全，甘肃已组织开展玉米的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种子生产基地建
设，以重点龙头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并探索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
等技术，准确掌握种子基地位置和面
积、长势和产量情况。

杨祁峰表示，为做大做强制种企
业，甘肃统筹种子工程、种质资源保
护、生物育种等项目和资金，重点支持
甘肃敦煌种业、五谷种业等企业建设种
业技术创新平台和商业化育种中心，提
高企业创新能力。同时，支持“育繁推
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
资源，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
展品种研发。到 2020 年，甘肃将打造
10 家繁育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
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
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适宜农作物制种，目前已有国审玉米品种6个——

科技育良种 创新强产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已有工业物联网企业三十

余家

—
—

宁波江北区瞄着制造创新中心集中发力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张落雁

贵州省黔东南宛若一颗绿宝石，森林密布绿意绚丽迷
人，境内大大小小 2900 多条河流，水质达到一、二类标
准的超过 95%。“森林之州”“天然氧吧”“文化千岛”等
称号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黔东南州。

按照贵州省委“守好山青、天蓝、水清、地洁四条生
态底线，坚定不移走百姓富、生态美两者有机统一的新
路”要求，黔东南牢牢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既要金
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做强做优大数据、大旅游、大生
态、大文化“四块长板”。

生态经济不断发展。黔东南发展健康养生养老服务产
业，建设健康养生养老基地；启动西江苗寨升级为贵州民
族文化乡村旅游 5A 级龙头景区；全面推进镇远古城、下
司古镇等旅游开发建设。目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
为 99.82%、全州 16 个县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达到
99.7%。

以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为战略定位，
黔东南旅游产业风生水起。全州列入全国 30 个国际特色
旅游目的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试点，打造提升了
镇远、西江、肇兴等一批精品景区。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黔东南坚决关停高能耗、高污染
企业，走一条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发展之路。以凯里为例，
先后关停了凯里发电厂、凯里阳光铝业、凯里黔宇电解锰
厂、贵州明鑫冶金有限公司等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

生态经济是黔东南州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大力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现代装备、民族医药、大健康等新兴产
业。依托重点骨干企业和特色园区，围绕新建材、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工艺品、特色食品等特色产业，着力培育
中科汉天下等一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龙头企业。

黔东南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从 2015 年开始，分别实施百万亩商品
蔬菜、精品水果、中药材、木本油料作物、稻(荷)鱼生态
种养和规模特色养殖等“6 个 100 万”工程，全力发展绿
色农产品。

同时，黔东南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目前已
建成9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州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39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4496 家，家庭农场 815
个，各类专业大户1655户。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黔东南州把建设“生态城
镇”和“绿色家园”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大力发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着力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全面加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突出实施珠江防护林体系
工程的建设力度，有效保护林地2317.34万亩，营造生态
公益林281.3万亩，全州森林覆盖率达62.97%。

贵州黔东南州：

做强做优“四块长板”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道东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

珠三角“1 小时城市圈”加速产业联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7 月底,宁波市工业物联
网特色产业园启动区柯力园一
期正式开园。这是宁波市江北
区 成 为 宁 波 “ 中 国 制 造
2025”八大细分行业首个授
牌的特色产业园后，取得的又
一实质性进展。借工业 4.0 和
中国制造 2025 发展东风，江
北区致力营建全国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
创新中心。

工业物联网是推动传统
制造向智能制造、服务型制
造业转型的有力抓手。作为
宁波市的传统制造业基地，
江北区现已有工业物联网企
业 3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20
家 。 今 年 二 季 度 实 现 产 值
24.7 亿元。目前，全区已经
形成以高性能传感器件、新
一 代 物 联 网 系 统 、 智 慧 水
务、智能电表、智能安防装
备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一
批 工 业 物 联 网 产 业 的 探 索
者、推动者，在各自领域占
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致力于工业物联网
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已成为宁
波市工业物联网特色产业园
的先行启动区。在江北，不仅
柯力传感嗅到了工业物联网
的新机遇，宁波中车时代传感
技术有限公司已启动智能轨
道交通物联网项目；宁波赛特
威尔电子有限公司正全力搭
建完善智能安防生态圈；宁波
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正尝试将
经营方式由“水表产品”提供
商向“水计量产品及解决方案
提供商”转变。一批批江北

“制造”，正迎着工业物联网产
业的东风，华丽转身为江北

“智造”。
着 眼 于 打 造 集 技 术 创

新、产业规模和市场应用于
一 体 的 工 业 物 联 网 产 业 体
系，江北编制了 《江北区关
于推进工业物联网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同时聘请国内知名智囊做宁波市工业物联
网特色产业园发展规划。江北区委书记华伟说，以建设
工业物联网特色产业园为契机，江北将建设成为工业物
联网发展的技术高地、产业高地、应用高地，努力打造
创新引领、特色鲜明、产城融合、绿色发展的宁波工业
物联网产业发展样板区、全国领先的工业物联网技术创
新引领区、产业发展引导区和应用示范先行区。

东莞去广州只需15分钟，佛莞城际
轨道开通获益最大的莫过于东莞水乡片
区。2014 年，东莞发布《东莞水乡特色
发 展 经 济 区 城 乡 总 体 规 划（2013-
2030）》，提出将覆盖中堂镇、望牛墩镇、
麻涌镇等十镇一港、总面积 510 平方公
里的水乡片区，打造成国家水乡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的特
色区域、珠江口东岸产业优先发展先导
区、穗莞战略合作重要平台。

位于麻涌镇的凯力船舶有限公司行
政总监韩月群说：“凯力船舶近年来快速
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广州
作为国内一线城市，人才资源很丰富。但

是过去很多广州的人才觉得到东莞的交
通不便，因此不愿意到东莞工作。莞佛城
际轨道东莞段等轨道交通设施的完善，能
够很好地改善这一问题。”

作为水乡的核心区域，轨道交通时
代的到来也提升了中堂镇的辐射带动作
用。借力于轨道交通的发展，中堂提出
拟将穗莞深轻轨中堂站周边约19.6平方
公里土地，打造为“产业高度聚集、城市
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产业新城。

瞄准轨道交通带来的人气资源，中堂
率先在观光旅游产业方面下功夫。该镇
不仅推动百香岛景区完善硬件设施，提升
区域影响力，同时以四乡村为重点，逐步

完善下马四岛内基础设施，打造集农业体
验、休闲观光、农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现
代都市农业产业园。以潢涌片区为重点，
整合三涌、湛翠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乡村
旅游资源，规划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中堂还提出发展商贸物流，努力将
优势条件转化为发展机遇。去年底，富
士康决定落户增城，投资 610 亿元兴建
10.5 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该项
目与中堂潢涌村只是一条河一座桥的距
离。“大项目就在中堂身边。”中堂镇党委
书记尹照容表示，随着轨道交通的开通，
中堂将有更好的交通环境，从而促进社
会环境、产业配套的加快完善。

轨道交通助力东莞水乡片区发展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从地铁轨道到城际轨

道，再到地铁与城际轨道

连通，正在建设枢纽型网

络城市的广州，不仅是珠

三角“一小时城市圈”的

中心，也已然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交通网的核心。

交通一体化，对于珠

三角城市群产业分工科学

布局十分重要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被称为“天然种子生产车间”和“天然种子仓

库”。一大批熟知制种知识的企业技术骨干和掌握农作物制种技术的农户，在这里孕育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农作物新品种。做大做强制种企业，甘肃重点支持敦煌种业、五谷种业等企业建设种业技术创新平台

和商业化育种中心，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