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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G14 次列车从上海虹桥
站前往北京南站的旅客查尔
斯·宾汉成为今年第1亿名
从 上 海 乘 坐 火 车 出 发 的
旅客。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奥
兰多的查尔斯与太太一起来
中国，打算先乘高铁去北
京 ， 再 乘 飞 机 返 回 美 国 。

“成为第 1 亿名出发旅客很
惊喜，中国高铁很棒！”查
尔斯对中国高铁的印象很
好，认为中国的高铁网络非
常发达。

“铁路上海站管辖着上
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
站和上海西、南翔北、安亭
北 3 大 3 小共 6 个火车站，
所以这标志着上海市铁路交
通吞吐量历史上首次突破 2
亿人次。”铁路上海站站长
白正国介绍道。

一个车站一年旅客发送
过亿，总量过两亿，背后的
重要支撑是上海铁路全面接
轨全国高铁版图。

随着“十二五”时期中
国 高 铁 版 图 的 迅 速 扩 张 ，

“四纵四横”高速铁路骨干
网中有6条与上海直接或间
接相关，从 2011 年京沪高
铁开行，到 2017 年沪昆、
徐兰高铁全线通车，上海铁
路也由此驶上了快车道，从
年旅客发送 6100 万人次，
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个客运量
跨 上 “ 亿 ” 级 台 阶 的 火
车站。

如今，每天有超过 900
趟高铁列车在上海铁路线上
穿梭。据统计，上海铁路客
流总量中约有 60%的旅客
出行半径在 300 公里左右，
也就是在长三角经济带范
畴，稳定的商务流和新兴的会展流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在上海虹桥站周边，总占地面积86.6平方公里，集商务、
会展、娱乐、交通于一身的虹桥商务区已成为上海市西部
新的经济增长极。2014年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建成后，密
集举办各类大型会展，吸引数以十万计的客流观展。比
如，今年的上海工博会，5 天内吸引了超过 2500 家企业
参展、15 万人次观展，上海虹桥站及时增开 30 余趟列
车，确保了观展客流的疏运，为展会圆满举办提供保障。

“与2010年相比，我们的员工数量基本没变，车站
的客流量却已实现了 78%的增长。”铁路上海站党委书
记李屹表示，“客流量来到‘亿’级门槛，对我们运能
配置和站场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考验，我们将加强科技
创新和效能改革，更好地为高铁经济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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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报道：为进一步
优化发展环境，切实便利企业群众办事创
业，日前，江西省公布“省本级第一批‘一
次不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1 个省直
部门的173项政务服务事项，通过采取全
程网办、上门服务、邮递办理等措施，实现
企业和群众办事无需前往政府部门或设
在各地的办事大厅，让办事“零”跑动。

据悉，江西省此次公布的省本级第一
批“一次不跑”政务服务事项主要包括：省
直各有关部门的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

政确认、其他行政权力等授益性行政权力
事项，以及承担公共服务职责的省直部门
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事项中有条
件实现办理“一次不跑”的事项。对列入

“一次不跑”清单的政务服务事项，各相关
部门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前往现场办理。

企业和群众办事“一次不跑”主要通
过 3 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全程网办，即政
务服务事项的咨询、申请、受理、审批、反
馈等全流程通过江西政务服务网或部门
自有业务系统办理，办理结果通过在线推

送、线下打印或快递送达实现；二是上门
服务，企业和群众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提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申请，
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上门或帮
办代办等服务，避免企业和群众来回跑
动；三是邮递办理，企业和群众通过邮递
等方式将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原件）提
交政府部门校验后办理，再由部门将办理
结果、材料原件等通过快递方式予以反馈
送达。

近年来，江西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省级行政审
批事项从 2013 年 600 多项精简到 328
项，精简率达到 58%；全面推行“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改革，实现全省“24 证合
一”；全面取消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共出台130条降成本优环境惠企政
策；在全国率先建成“双随机一公开”监督
平台，实现行政执法全程可追溯、执法过
程可监督；全面梳理省本级行政许可事项
各类证明材料 182 项，清理取消 114 项，
精简率达62.6%。

江西公布首批“一次不跑”清单
涉及21个省直部门173项政务服务事项

今年 1月至 8月，湖北荆门市固定资
产投资增幅位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居
全省第二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口
总额增幅居湖北省第三位。

荆门这个江汉平原内陆城市在短短
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引领
江汉平原发展的中心城市和全国新型城
镇化、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靠的是创新务
实，坚持走生态、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路径之变：绿色崛起

日前，2017 中国新型城市论坛荆门
峰会开幕，主题为“绿色发展——生态宜
居与产业转型”，与会专家围绕生态城市
建设、新型城镇化、通用航空创新创业、新
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等领域进行探讨。这
与荆门当前的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的重
点高度契合。

荆门曾是一座因化工而兴的资源型
城市，面对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越来越脆

弱的环境承载力，荆门提出生态立市，在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与产业转型上下大力
气，建设“四基地三城”，即国家新型能源
化工基地、全国生态农产品加工基地、全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基地、全国绿色建筑
和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及通用航空新
城、健康产业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

去年初，荆门出台《关于坚持生态立
市建设生态荆门的决定》，在湖北省率先
实施全域生态诊断，强力推进大气、水、土
壤综合治理。

今年以来，荆门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83%，同比提高10个百分
点；PM10、PM2.5浓度均值同比下降近20%。

产业之变：做强实体

这两年，荆门坚持把振兴实体经济作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全面落实
“1+10+X”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方案，
出台了推进工业跨越式发展“三十条”、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十条”以及财政
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荆门聚焦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智
能制造、高端数控机床等产业，引进整车
企业 1 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企业 14
家、通用航空企业11家、智能制造企业21
家、高端数控机床企业 12 家。今年 1 月
至9月，完成工业技改投资221.6亿元，同
比增长19.3%。

如今的荆门，重点培育壮大装备制
造、再生资源利用与环保、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大健康、化工、农产品
精深加工等七大主导产业，打造“新能
源汽车之都”和“通用航空新城”两张
城市新名片。

城市之变：生态宜居

荆门提出打造江汉平原中心城市，通
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
示范来引领、辐射，带动江汉平原发展。

引领江汉平原现代农业发展，荆门规
划建设 3 条生态高效农业走廊，“一高三
新（高效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推广面积突破 230 万亩。推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2.2
万个，建成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5个。规
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科
技 园 、农 民 创 业 园 ，建 成 田 园 综 合 体
60个。

同时，构建交通路网“三环八射六
隧”，让荆门挺直“腰杆”；试点海绵城市，
让荆门学会“呼吸”；打造独特景致，让市
民推窗“见绿”——荆门以理念和行动诠
释了“绿色宜居之美”。

5 年来，荆门市累计投入 3 亿多元园
林绿化建设资金，新增城市绿地面积285
公顷，新建公园绿地 6 处，新增道路绿化
20余条，对城区 30余条道路进行了绿化
改造，建成20余处“三小绿地”，打造了一
批精品园林绿化工程，形成了点、线、面相
结合的城市景观格局。

创 新 务 实 建 强 产 业

湖北荆门引领江汉平原发展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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