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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设施网络 建设社区文化

山东东营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管 斌

“竹板声声响不断，幸福日子说不
完。小康路上迈大步，咱们百姓笑开颜
……”在山东东营垦利区渔洼村老年活
动室，85 岁的老人袁兰英正在说快板。
这是东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一个鲜活场景。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该怎么建？东营
市开展了积极探索。

近年来，为健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实现群众“休闲有去处、娱乐有
场所、聚会有阵地”的建设目标，东营
市创造性地在农村建设乡村剧场和文体
广场，在城市社区建设群众性文化广
场，并打造成免费 WIFI 广场覆盖、公
共文化远程辅导培训、数字文化资源互
联互通的3.0版“数字文化广场”，目前
东营市已建成311个“数字文化广场”。

记者来到东营区黄河路街道耿井村
文化广场，有人正跟着电子大屏幕的演示

学习广场舞，还可以通过屏幕与老师互
动，这是东营区文化馆老师王为民运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教大家跳舞。今年46岁的
村民盖文笑着说：“我每天来学，身体好，
心情好，生活过得更欢乐。”

耿井村村民耿文忠告诉记者，每天
傍晚，来到广场，看着大电子屏，跟着
健身老师，学学保健，再通过电子点读
器看看当天新闻，然后在休闲区坐下
来，用微信同在几百里外工作的闺女视
频聊天。

在东营，遍及城乡的数字文化广场
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

同时，东营市抓住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契机，大力加强图
书 馆 （室） 建 设 ， 全 市 城 乡 图 书 馆

（室）网络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在安宁社区图书室，2 万多册书摆

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毛玲玲说：“一次
可以借两本，在全市任何一个图书馆都

可以还，很方便。”
东营结合各社区实际，打造特色品

牌，全力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安宁社区
重点打造“幸福安宁”社区品牌，开展
了幸福家庭、文艺演出、文明楼道创建
等活动，使“幸福安宁”的品牌理念深
深融入居民生活。庐山社区成立以来，
以打造“庐山·稻花香”品牌为重点，
成立了稻花香特色党支部，全力建设集
党群互动、综治维稳、科普教育、素质
提升、文化娱乐、剩余劳动力转移于一
体的为民服务平台，有效满足了群众的
文化生活需求。

东营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中，注
意民风民俗，突出地方特色，使老百姓
更愿意参与，并在活动中得到更多快乐。

记者在民丰社区，看到平均年龄70
岁的老人们表演《九龙翻身》。他们有敲
鼓的，有打锣的……夸张的表情，诙
谐、欢畅。这些老人把快活的心情表达

得淋漓尽致。
吕剧是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先后被

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东营是吕剧的发源地，已成为群众
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为使吕剧获得更好的传承
和发展，东营市大力实施“吕剧振兴工
程”，推进“百团千场乐万家”巡演活
动，实现了“一村 （社区） 一年五场
戏”的公益服务目标，受到城乡居民群
众的普遍欢迎。

为培养储备年轻吕剧人才，东营市
从娃娃抓起，编写了东营市 《吕剧艺
术》进校园专用教材，在中小学逐步推
广吕剧艺术教育，广泛开展“吕剧进课
堂”活动，大力发现和培养吕剧青少年
人才，探索建立吕剧艺术人才培养体系。

东营正以富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活
动展现城市的魅力，让群众有满满的获
得感、幸福感。

大连港自通航以来，一直是辽东半
岛及其腹地重要的航运中心。今天，大
连港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航运、物流和
贸易中心港，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东
北区域的经济发展大局。“一带一路”

“东北振兴”，面对新的机遇，大连港开
足马力，在区域经济引领能力不断提升
的同时，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港口呈现在
世人面前。

一港“覆盖”整个东北大地

满洲里，这个地处我国地理最北端
的口岸城市，近几年国际贸易迅速增
长。这受益于从千里之外的大连港驶来
的一列列国际班列，为这座小城勾勒出
全新的发展前景。

从满洲里向南，整个东北大地上随
处可见大连港的服务。每天大连港转运
东北腹地的货物超过110万吨。黑龙江
的煤炭、机车、机械设备；吉林的汽
车、粮食、化工产品；辽宁的钢材、纺
织品、高精尖科技产品，通过延伸到港
口前沿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腹地企
业及产品从这里走出东北、走向世界，
让 东 北 地 区 的 经 济 与 世 界 联 系 愈 加
紧密。

大连港区位优势明显，哈大铁路与
东北地区发达的铁路网连接，公路有沈
大高速公路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公路网络
相连接，经东北铁路网和公路网，大连
港还连接着俄罗斯和朝鲜，通过西伯利
亚大铁路，成为欧亚大陆桥的起点，使
大连港在东北地区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目前，大连港已初步建成以沈阳、
长春、哈尔滨、通辽为核心的“4 大中
心、12个场站、31个站点”内陆布局，
搭建覆盖东北地区的海铁联运服务网
络，已开通主要班列线路20余条，每周
到发70余班。

为充分发挥枢纽港作用，大连港全
力构建全供应链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为
东北腹地货主服务。大连港在环渤海中
转、腹地多式联运体系、国际中转物流
体系以及专业化物流品牌建设上取得了

成效，为腹地客户量身打造专业化、低
成本、更便捷的物流大通道，引领腹地
客户“走出去”，实现产品和技术对外
输出，助推东北地区产业和经济转型升
级发展。

为解决东北内陆海铁联运基础设施
不足的问题，大连港通过自主投资、租
赁经营、业务合作等多种模式，积极开
展内陆枢纽场站和网络节点布局。其
中，建立于2003年的沈阳东内陆港是我
国海铁联运作业量最大内陆港，年操作
箱量超过10万标箱。

目前，大连港市场份额占东北沿海
港口的四成，东北三省40%以上的货物
和 96.5%的外贸集装箱经由大连港转
运。大连港在引领东北地区现代化进程
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满足了东
北地区对外经济需要的同时，加速了地
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为振兴东北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在大连市建设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
中心进程中，大连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振兴东北国家战略中，大连港
还承担着建设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的重要任务。

整合多方资源，全力为东北企业量
身打造专业化、低成本、方便快捷的物
流大通道，构建全供应链综合物流服务
体系，实现产品和技术对外输出。在东
北地区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的关
键时期，大连港以港口为依托和起点，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发挥国有企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和引领作用，为东
北区域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大连港的拉动下，“十二五”期间
大连海关税收年均增长 15.9%，东北三
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4.8%；2017年
东北三省完成进出口总值9266亿元。其
中，大连口岸进出口总值占东北地区进
出口总值近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大连港积极拓展专业
化、全产业链的物流服务功能。以冷链
物流产业为例，大连港现拥有全国沿海

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40万吨保税冷库
群，是我国最大的冷藏货物转运口岸之
一。为了进一步将产业链条向东北腹地
延伸，大连港有效整合市场资源，在沈
阳、哈尔滨、通辽等内陆核心城市布局
建设冷链物流转运基地，规划总投资超
过 50 亿元，到 2020 年可形成冷链服务
能力200万吨，极大地提升东北地区冷
链物流服务功能和水平。

近几年，大连港在高质量、加速度发
展征程中，港口实力迅速提升。目前，大
连港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原油、成品油
和液体化工品罐群，存储能力近2000万
立方米，年通过能力达到 8000 万吨，东
北地区64.2%的外进原油经此转运；建成
了全国首个兼具港口“保税”和现货“混
矿”资质的港口，年保税混矿能力达
2000万吨，建立了面向东北亚的国际原
油、铁矿石中转分拨中心。作为东北地
区唯一的商品车转运港，大连港还是国
内南北汽车滚装运输的枢纽港和外贸进
出口汽车基本港，至今已连续多年占据
东北市场100%的份额。

45万吨级原油码头、40万吨级矿石
码头、2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世界领先
的汽车滚装码头、国内最大的海上客运
港。如今，大连港已经拥有世界功能最
全的码头，生产性泊位超过100个，货
物吸纳量巨大、作业效率全球领先；服
务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300
多个港口建立了经贸往来，100 多条集
装箱航线通达世界各地；吞吐量超过4.5
亿吨，集装箱量超过 1000 万标准箱，
跻身世界港口前10强。

借“一带一路”开启新征程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纳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港口，大连港充分发挥自身带动作
用，大力开展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依托全新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和海陆双向
运输通道优势，大连港为欧、亚国家间经
贸往来和互联互通提供了全新的物流路
径，借“一带一路”拓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开放之路。

自2013年7月份开通首列中欧过境

班列以来，大连港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与俄铁、德铁、中铁总、中
远海运等重点企业合作，共同打造以大
连港为枢纽的过境班列公共平台和服务
品牌。目前，已开行大连—俄罗斯沃尔
西诺公共班列、大连—白俄罗斯明斯克
班列、大连—莫斯科长城汽车班列/冷藏
班列、大连—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等
6 条中欧班列线路。去程货物除东北三
省货源以外，还包括来自我国华东、华
北、东南沿海以及日本、韩国、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的电子产品、日用商品、设
备、汽车、建材等；回程货物主要为产
自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资源性产品，如原
木、板材、纸浆等。

同时，大连港积极推进腹地班列的
开行及货源开发。2015年，由大连港参
与运营的哈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一条
连接中、日、韩至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
家的亚欧新贸易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2017年5月份，大连港参与合作的中欧
班列黑龙江—比利时沃尔沃专列项目在
黑龙江大庆市启动，成为大连港在中欧
物流大通道建设中的又一力作，也是国
内首次进入西欧的整车班列。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
时，大连港也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上精耕细作，积极为东北大件
设备“走出去”铺路架桥，成为东北装
备制造产品走上“一带一路”的主要出
海口。2013年4月份，伴随哈电国际拓
展海外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大连港成
为哈电国际设备和材料在东北口岸唯一
的转运基地。如今的哈电国际市场开发
触角延伸至40多个国家，拥有业内规模
最大的海外市场营销网络和全球顶尖的
合作伙伴。

不仅哈电国际将大连港作为东北口
岸的唯一转运基地，沿着“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大连港还为腹地客户转运超
大矿山设备及大型内燃机车、矿车、油
罐车等，范围覆盖澳大利亚、非洲、南
美洲等地区，提供从货物集港、场地堆
存一直到装船后全程跟踪的物流服务，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进军国际
市场提供支撑。

推动腹地企业及产品“走出去”

大连港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臧永亮

作为辽东半岛及其腹地

重要的航运中心，大连港全

力构建全供应链综合物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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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集装箱货轮停靠在大连港。大连港在东北地区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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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
道：日前，历时近半年的“南
中轴地区”规划设计征集迎
来新进展，5 家设计团队提
交了最终成果。北京市规划
国土委将会同丰台区和东城
区开展技术评审和公开展
示，并汇总现有方案，拟于
10 月份编制完成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导则
和湿地公园设计方案，绘制
地区规划建设发展的法定
蓝图。

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
区、城市副中心、首都新机场
和雄安新区的重要空间走
廊，丰台区南苑—大红门地
区位于“南中轴”两侧，在北
京新版城市总规“一核一主
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
布局中，既占“一主”，也占

“一轴”，是首都城市整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面积约 23.2 平方公
里的南苑—大红门地区，涉
及“南中轴”长度约 6.1 千
米。丰台区参照功能定位，
努力使这一地区成为融国际
交往、科技文化、商务金融等
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城市综
合区，成为带动南部地区发
展的增长极。

“南中轴”发展蓝图绘就
在望时，《促进城市南部地区
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也通过北京市委
常委会审议，呼之欲出。继
2010 年至 2012 年、2013 年
至 2015 年两个阶段的城南
发展行动计划后，北京第三
阶段城南行动计划逐步将城
市南部地区打造成首都功能
梯度转移的承接区、高质量
发展的试验区、和谐宜居的
示范区。

第三阶段城南行动计划
将给北京带来哪些变化？以
既是中心城区，又是首都南
部地区发展重要节点的丰台
区为例，依托第三阶段城南行动计划，将重点打造“南中
轴”，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以“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为带动，高标准谋划建设生态文化发展
轴，积极推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做好大国首都中轴
线这篇文章，植入文化等高端要素及重大活动，高质量做
好城市设计，全力打造首都商务新区。

同时，丰台区还将注重建设两廊，即京津发展走廊和
京雄发展走廊。落实高水平对外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
切实发挥“一核两翼”腹地的连通作用，加快丽泽新机场
城市航站楼、丰台火车站以及新机场线和新机场高速等
重要设施建设，促进功能产业梯度布局，实现城市间的协
同发展。以中关村丰台园发展引领南部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带，形成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局
面。高标准打造丽泽金融商务区，主动吸纳金融街、北京
商务中心区外溢辐射资源，支撑首都国际交往功能。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湖北秭归:

“招凰引凤”卖山货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郑家裕 周华山

日前，碧桂园集团旗下的社区生活服务品牌——凤
凰优选品牌总监李军一行来到湖北省秭归县磨坪乡牵情
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李军对磨坪的高山土豆、金桔瓜、
红心猕猴桃、西红柿等时令果蔬赞不绝口：“海拔高、阳光
足，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保证了果蔬的良好口感。政
府主导垂直海拔差异化种植，品种多样化满足了我们产地
直采的供货需求。我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天井坪村是秭归县深度贫困村，地处海拔 1000 米
至 1500 米之间，交通闭塞，全村至今仍有 112 户未脱
贫。今年4月份，秭归县牵情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天井坪村村民谭福明流转了30亩土地入社，出任合
作社理事长，合作社吸纳了 214 户社员，其中贫困户有
139户。“政府引导我们办专业合作社，将大伙的力量拧
成一股绳，带大家一起脱贫。”谭福明掰起指头算账：“我
们同七公主、豆西施两家电商签下了供销合同，还与几家
商超实体店签订了直销合约，现在每天运 4000 斤以上
土豆出山，田里、仓储库中还囤着四十万斤至五十万斤土
豆，现在不愁销，卖出去都是钱。”

天井坪村支书罗成告诉记者，村里除了牵情树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还成立了一家凤龙缘土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50多户社员中有10多家贫困户，年初合作社统一
分发鸡苗，今年预期可出栏 15000 多只，年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县城好几家餐馆与合作社达成收购合约，磨
坪土鸡名声远扬。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这条路是走对
了。”罗成对全村产业脱贫信心满满。

今年刚满30岁的刘海涛已是磨坪乡小有名气的种
植大户了。他流转了60亩土地，种植特色小水果。走进
他家中，金灿灿的金桔瓜堆满了半间屋，这些“迷你小灯
笼”平均每个可卖到4元。刘海涛说，磨坪的土壤、气候
特别适合种植特色水果，磨坪贡柚、火参果的种植已在磨
坪形成了规模。

磨坪乡党委书记王革介绍，乡政府通过鼓励农户成
立专业合作社、扶持种养大户、引导依地科学种养、带动
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多项措施，将全乡农业产业打造成多
元化、规模化、特色化的“引凤产业”。政府积极“招凰引
凤”，将有实力的企业引进山来助力农产品销售，带动了
贫困百姓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