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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飞越大洋，跨过赤道，从北至南，经
历寒暑。11 月 15 日至 21 日，习近平
主席从北京一路南下，直抵巴布亚湾
沿岸莫尔兹比港，西行至加里曼丹岛北
部斯里巴加湾，再北上吕宋岛西岸马尼
拉。7天6夜，访问三国，出席一场国际
会议，举行一次集体会晤，40 多场活
动，行程15000公里。

新时代的大潮奔涌向前。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放眼世界大棋局，习近平
主席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落一子。

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

在中国同世界交往史上，“下南洋”
是丰富生动的一章。千百年来，中国同
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岛国舟舶继路、商
使交属，漂洋过海、互通有无。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碰撞出一段段千古传诵的
友谊佳话，结下绵延不绝的深厚情缘。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岛国领头
羊，中国在南太地区的亲密伙伴；文莱、菲
律宾，同中国世代友好的南海邻居。

这次出访，是建交 42 年来，中国
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新，也是时隔 13
年再次访问文莱、菲律宾。

友谊历久弥新，合作日新月异。
“期盼已久”“重要的历史时刻”“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到访三国都
以隆重礼仪，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
和祝福。

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姿多彩的“天
堂鸟之国”。

习近平主席抵达时，天色已晚。来
自巴新高山、海岸各部落的代表齐聚机
场，迎候中国贵宾。涂上彩面，敲击皮
鼓，跳起草裙舞，奏响竹排箫，浓浓的情
谊辉映着远山的灯火。

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为巴新成功举
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注
入动力，以实际行动对太平洋岛国给予
有力支持。巴新方面明确表示，只接待
习近平主席这一起国事访问。

议会大厦前广场，礼炮齐鸣，喷泉欢
涌，礼兵庄严，军乐昂扬。达达埃总督
说，巴新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习近平
主席此访是巴新多年来难得的盛事。

文莱，秀美安宁的“和平之邦”。
习近平主席用两次“第一位”讲述

了他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的不解之缘
——

当年，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时接待
到访的第一位外国元首就是哈桑纳尔；

当选国家主席后，他接待的第一位外国
元首又是这位老朋友。

巧合往往注定历史的走向。
这一次，为迎接习近平主席来访，

同在巴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的哈桑纳尔苏丹，提前结束参
会行程赶回国内进行准备。

碧海蓝天，椰影婆娑。习近平主席
车队前往王宫沿途，4000多名当地中
小学生列队欢迎，文莱王室成员、主要
官员等在王宫列队迎候。

文莱古称浡泥，明代，浡泥国王到
访中国，但不幸客逝南京。浡泥国王墓
至今仍坐落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前些
年，玛斯娜公主曾率团访问南京并拜谒
浡泥国王墓。她向习近平主席讲起难
忘的“中国缘”，习近平主席鼓励她将中
国和文莱的传统友好发扬光大。哈桑
纳尔苏丹高兴地说，我让几位王子和玛
斯娜公主一同实现这个目标。

菲律宾，繁花似锦的“千岛之国”。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以来3次访华，

同习近平主席6次会晤，两国元首建立
了互信和友谊。

习近平主席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杜特尔特总统高度重视，亲自
敲定每一个细节。总统府内，杜特尔特
总统和菲方陪同人员身着国服巴隆，以
隆重热烈的仪式迎接中国贵宾。两位
元首从总统府草坪一起步行到主楼举
行会谈。仪仗队礼兵高擎五星红旗全
程随行。沿途，主人特意安排当地艺术
家伴随着菲律宾传统竹管弦乐翩翩起
舞，向习近平主席展示菲律宾独具特色
的传统文化。

“菲律宾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
孩子们欢快的笑容令人感动。”习近平
主席对杜特尔特总统表达感谢之情。
习近平主席还欣然提笔在贵宾簿上题
词：“祝中菲友谊万古长青”。

习近平主席此访，中国同巴新、
文莱、菲律宾三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已经很好，好上加好。2014
年，习近平主席同奥尼尔总理一致决定
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巴新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这
一次，两国领导人宣布了相互尊重、共
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
巴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事务部部长特
卡琴科感慨：“巴新和中国的合作已经
非常好，未来会好上加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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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王卓伦） 国家主席
习近平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
耶夫。

习近平请萨金塔耶夫转达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诚挚
问候。习近平强调，我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保持着密切交
往，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共同引领中哈关系发展。在两国政
府共同努力下，这些共识正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作为友
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哈萨克斯坦
关系，赞同哈萨克斯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定支持
哈萨克斯坦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5 周
年。5年来，“一带一路”合作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世界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我们赞赏哈萨克斯坦坚定支持

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基础
扎实，前景广阔。下一步，双方要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落
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
接，规划好各领域合作。

萨金塔耶夫首先转达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的亲切问候。萨金塔耶夫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
坦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战略伙伴。哈方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 5 年前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这一伟大倡议对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应对全球
挑战、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促进共同增长和繁荣具有
重大意义。习近平主席将中国经济比作大海，哈方希
望哈中合作这艘航船在中国经济的大海中扬帆远航。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

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
挂牌以来，我国陆续批准并建设了
12 个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区域布
局不断优化，形成由南至北、由东至
西的自贸试验区试点新格局。各个
自贸试验区以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
展等国家战略为根本，不断推动我
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作为国内首个自贸试验区，上
海自贸试验区被赋予了建设成为融
开放和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
区的重任，同时,成为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
的重要节点。历经 5 年的“先行先
试”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形成多项
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并分批
次向全国推广，发挥了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作用。

2015年国务院继续批复成立广
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试验区，3个
自贸试验区有各自明确的战略定位
和发展目标。广东自贸试验区致力

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
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天
津自贸试验区的目标是建成京津冀
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面
向世界的高水平自贸试验区；福建
自贸试验区率先推进与我国台湾地
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建设成为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

对外开放须与促进区域协调
发 展 相 结 合 ，为 此 ，2017 年 国 务
院批复成立辽宁、浙江、河南、湖
北、重庆、四川、陕西 7 个自贸试
验区。

从建设定位来看，辽宁主要助力
东北振兴和工业转型，浙江聚焦海洋
战略和大宗商品，河南聚焦打造交通
物流枢纽，湖北打造创新和产业高
地，重庆打造西部开放门户城市，四
川主打西部国际开放通道枢纽，陕西
定位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地理布局来看，第三批自贸
试 验 区 扩 展 到 了 内 陆 和 东 北 地
区，这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进一步深化。与沿海自贸试验
区更多体现“向东看”不同，新的
内 陆 自 贸 试 验 区 则 更 多 体 现 了

“向西看”，积极推进与“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经贸
合作与制度融通。

其中，河南是“一带一路”上连
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
枢纽，建设自贸试验区以来，河南积
极发展多式联运，大力开辟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货运航线和中欧
班列，推动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企业
间信息的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如
今，依托国际班列的运输优势，欧
洲、中亚等地的优质特色产品能更
便捷地运到国内展销，实现“丝路洋
货”的直达。

四川则着力推进粮食口岸建
设，打造陆路商贸物流枢纽。目前
一条连接欧亚的“Y”字形国际多式
联运大通道已经成型，去年蓉欧快
铁开行国际班列达1012列，成为全
国开行数量最多、运行最稳定的中
欧班列。 （下转第四版）

对外开放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本报记者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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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22日讯 记者林
火灿报道：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7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
值为12957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
15.7%，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按
现价计算的增速为 14.1%，比同期
GDP现价增速高2.9个百分点。

“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生产活动的集合。这是
我国首次正式发布“三新”经济增加
值数据。

统计显示，第一产业“三新”经
济增加值为5998亿元，相当于GDP
的比重为0.7%；第二产业“三新”经

济 增 加 值 为 54253 亿 元 ，相 当 于
GDP 的比重为 6.6%；第三产业“三
新”经济增加值为69326亿元，相当
于 GDP 的比重为 8.4%。第三产业

“三新”经济增长迅速，增加值现价
增速为 17.0%，相当于 GDP 的比重
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我国首次发布“三新”经济增加值数据
2017年为12957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7%

前三季度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增56.6% 3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产区调研记 8版

青岛啤酒：勇立潮头敢为先 9版 中国方案引领全球农业南南合作 15版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460 多万
亩，产量超过120万吨，面积和产量
多年来居全国首位，这是甘肃人的
骄傲，也是资源优势；中药材“洗洗
泥、扎个捆”就出售，缺少响当当的
大品牌，这一度是甘肃人的尴尬，也
是产业劣势。

近年来，甘肃陆续出台50多项
扶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中医药产
业。目前，甘肃已建设陇西中医药
循环经济产业园等 6 个中药产业
园，现有中药材龙头企业 143 家。
2017年，甘肃获批建设全国唯一的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

“今年，我们将中医药产业确定
为全省10大生态产业之一，中医药
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甘肃
省委书记林铎表示，将继续发挥中

医药资源丰富的优势，依托国家中
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动中医药
产业健康发展。

标准化种植升级“金字招牌”

甘肃素有“千年药乡”“天然药
库”之称，有中药资源2540种，其中
当归、党参、黄芪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90％、60％和 50％，被列入国家药
食同源目录，18个道地中药材品种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为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甘肃
近年来在中药材主产区大力推广标
准化种植。“民乐县是国内产量最大
的板蓝根生产基地，不仅面积大，而
且品质好。”药材收获季节，大量客
商涌向甘肃药材产区，太极集团四

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药材采购高级
顾问周清铭说，太极集团一年用
2000多吨的板蓝根和大青叶，80%
以上从甘肃民乐县采购。

在中药材传统优势产区甘肃定
西市，当地把标准化种植作为产业
发展的基础，采取“公司牵头建基
地、协会搭桥连农户、技术部门搞指
导、乡镇配合抓面积”的运作模式，
鼓励制药企业和合作社通过土地流
转和“公司+基地+农户”等方式建
立标准化药源基地，引导广大药农
进行无公害种植，从源头上保证中
药材道地品质。

据了解，今年定西市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 151.88 万亩，其中规范化
种植基地 121.4 万亩。为提升中药
材品质，定西市组织起草的中药材
种苗、党参等31项中药材地方标准
通过审定，填补了全省中药材标准
空白。2017 年全市中医药产业实
现总产值 144 亿元，农民人均产业
纯收入达1695元，占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24%。 （下转第二版）

从“扎捆”卖药材到培育“陇药”品牌——

甘肃推动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