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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球强度最高的汽车面板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成功下线，这标志
着唐钢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平。

唐钢的成长进步，是河北唐山这座
工业重镇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改革开
放40年来，唐山自强不息、改革创新，
把绿色、精深、开放发展作为改变城市
面貌的突破口，通过坚持不懈、久久为
功的努力，使城市经济实现了高速健康
发展。去年，唐山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7106.1 亿元，实现全部财政收入 733.0
亿元，两项指标均为改革开放前的 300
多倍。

文旅融合带来新生机

截至2013年，唐山钢铁已经建成产
能1.5亿吨，实际产量1亿吨左右。围绕
钢铁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支撑着唐山
经济的一半。

随着时代变化，钢铁产能过剩矛盾
凸显，不仅阻碍了唐山经济转型发展，
也成为一大污染源。唐山市委、市政府
引导全市上下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
铁的手腕去产能，向可持续发展型产业
结构调整。2013 年至 2017 年累计化解
炼铁产能 2553 万吨、炼钢产能 4469 万
吨，分别占河北省的 63.9%和 39.6%。
同时，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2481
家，对焦化、水泥等 12 个行业 1661 家
企业制定错峰生产“一厂一策”。2017
年，全市 PM2.5浓度较 2013 年同期下降
43.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利用依山
傍海的自然资源、源远流长的工业文化
资源，唐山按照全域旅游规划，重点构
建中部工业文化、北部长城山水、南部
海岛湿地三大板块，培育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

南湖景区的前身是采煤沉降区，曾
经垃圾成山、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经
过两次较大规模治理，改造成为水域面
积11.5平方公里、绿地面积16平方公里
的公园。由于距离市中心仅 2 公里，南
湖公园成了市民早晚健身、假日休闲的

好去处。
“2016 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

后，唐山探索出一条园区永续利用之
路，闲置的场馆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
馆和市民服务中心，200 多个审批及服
务事项每天聚集数千市民。同时，园区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汇聚人流，春节灯
会、摩托艇大赛、射箭大赛、航拍摄影
大赛、风筝风车节、电子音乐节……今
年国庆期间，南湖景区举办了 7 个主题
的50余项精品文化活动，“灯光秀”每
晚开启，光影交织呈现出唐山千年古
韵、百年文明、城市嬗变的华章，为游
客奉献了亮点纷呈的文化盛宴。

在去产能、“退二进三”工作中，腾
出的旧厂房、老设备，唐山没有一拆了
之，而是深入挖掘工业历史文化，保
护、改造成水泥工业博物馆、开滦国家
矿山公园、陶瓷博物馆、唐山工业博物
馆等文旅产业项目，打造“中国工业文
化旅游第一城市品牌”。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唐山重
点聚焦京津冀周末旅游市场，围绕唐山
三岛、滨海休闲、工业旅游、评剧故乡
等主题，推出了城市休闲周末、乡村旅
游周末、海岛旅游周末等一日、二日
游，以及串联重点景区的三日、五日游
等线路。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326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20亿元。

传统产业迸发新活力

有煤，有矿，沿海，唐山是适合发
展钢铁产业的城市。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不是不要传统优势产业，而是通过
改造升级提质增效。

近年来，唐山每年实施100项技术
改造、100 项新产品开发、100 项钢铁
深加工和 100 项两化融合等“四个一
百”项目，推动传统产业降总量、优布
局、提品质、延链条，加快由工业大市
向制造业强市转变。近5年来，工业技
改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增速达15%。

钢铁等传统产业成就了唐山的昨
天，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支撑。钢铁产

能的压减，倒逼企业转身向提高供给质
量要效益。

首钢京唐公司全部产品均为高档钢
材，涵盖汽车车身、西气东输管道、易
拉罐等。河钢唐钢公司生产的高端家电
板、高强度汽车板为海尔、美的等龙头
企业供货，跻身全球供应商前列。津西
集团研发的美标H型钢，远销美国、菲
律宾、墨西哥、巴拿马等国家和地区，
成为世界最大型钢生产基地。在全市钢
铁行业生铁、粗钢产量双下降的情况
下，全市铁路用钢、大型型钢、涂层板
等高附加值产品分别增长73.3%、66.7%
和 42.9%，去年实现利润总额达 355 亿
元，同比增长211.3%。

此外，“复兴号”由中车唐车研制；
百川集团机务设备、高铁检修设备市场
占有率均位居全国第一；中信重工开诚
特种机器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航天国轩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新能
源产业基地；三友化工、惠达陶瓷、汇
中仪表、启奥科技、华发教育……众多
知名企业、高成长性企业，成为行业领
军者。近年来，唐山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15%以
上。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全市工业企
业利润增长40%。

临港产业迎来新机遇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贸活动
的门户，有海无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阻碍唐山跨越式发展的“短板”，谋划港
口建设势在必行。

1989年唐山港京唐港区开工，经过
多年发展，如今京唐港区已建成泊位44
座，水路通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
多个港口。2017 年货物吞吐量完成 2.9
亿吨，位居河北港口第一位，全国沿海
港口第九位；集装箱运量突破200万标
箱，跻身世界集装箱百强港口。

京唐港区通航10年后，曹妃甸拉开
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帷幕。曹妃甸因近岸
深水，具有建设大型深水港口得天独厚
的优势，2004年曹妃甸矿石码头一期工
程开工建设，次年底通航试运营。作为

我国较为年轻的港口，曹妃甸港区发展
势头迅猛，目前已有生产泊位95个，货
物吞吐能力稳步提升，货物种类也日趋
多元化。2017年，唐山港全港完成货物
吞吐量 57320 万吨，同比增长 10.12%。
其中，外贸吞吐量29105万吨，成为世
界第四大出海港。

今年前三季度，唐山港吞吐量达到
4.55 亿吨、居全国第 3 位，与我国南方
主要港口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航线，大
量矿石、煤炭、钢材等货物在这里集
散，40 万吨大型船舶常态化靠泊。陆
地，唐山港在呼和浩特、阿拉山口、石
嘴山、朔州等地设立内陆港19个，将直
接腹地扩大到内蒙古、新疆、宁夏、甘
肃等西北地区，间接腹地通达蒙俄和中
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开通直达比利时
的中欧班列，贯通欧亚的内陆港物流网
络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与此同时，汽车整车进口口岸通过
省级正式验收，曹妃甸港区进口肉类口
岸通过海关总署验收，唐山市跨境电商
第一单货物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通关入
市……随着口岸功能不断完善，进口矿
石混配交易中心、中林木材产业园、平
行车进口等一批重大临港产业项目也纷
纷 落 地 ， 滨 海 优 势 切 实 转 化 为 产 业
优势。

2016年，唐山入选全国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城市。站在国家新
一轮开放前沿，唐山着力以开放加速产
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步伐，把扩大对
内对外双向开放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
生动力，经济外向度不断提升。

松下、爱信、住友、美国通用电
气、法国达能等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
落户唐山，唐山 100 多家钢铁、煤炭、
建材、加工制造、农业开发、现代服务
等领域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合作，遍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由河钢集团并购，
唐钢公司管理运营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
沃钢厂仅用 8 个月就由连续 7 年亏损转
为全面盈利，让百年老厂重现活力。在
国际钢铁界进一步展示了唐山高超的钢
铁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唐山：废墟上崛起现代工业新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施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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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出台“非公经济50条”
为企业拓展千亿元发展空间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日前，广东省东莞市发布
《进一步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针
对非公企业当前发展的痛点、难点，从强化境内外市场
开拓、强化综合成本压减、强化金融服务保障、强化投
资领域开放、强化用地空间供给、强化创新能力支撑、
强化企业家精神激发和保护等10个方面入手，提出了
50条政策措施。

“今年8月份，东莞启动了扶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政策起草工作，系统梳理企业热点诉求，迅
速推出了‘1+N’政策体系，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揽订
单、控成本、稳周转、扩投资、增能力等难题。”东莞
市政府秘书长邓涛表示。

据介绍，《政策》将通过3大类政策扶持非公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帮助企业减轻负担类政策、促进
企业加快转型类政策以及拓宽企业发展空间类政策。从
效益上看，这三大类政策将为东莞市非公企业带来超过
3000亿元规模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全面帮助企业减轻
综合负担、提高增值能力、拓展创业机遇。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通讯员蒋军 郑雷报道：浙
江省宁波保税区积极适应转型升级、优化服务，大力推
进跨境电商。今年1月份至10月底，全区跨境进口零
售总额突破67亿元，占全国保税区交易额的50%。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主任严荣杰表示，保税区大力发
展跨境电子商务，偕同海关、税务等部门，通过政策解
读、辅导培训等多种方式，为电商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为适应跨境电商购物监管服务新需求，宁波海关保
税区办事处大力推进进口商品全程信息化追溯。以前由
于“信息孤岛”数据未打通，货物在各地保税区流转需
要办理“转关”手续，耗时费力，现在通过大数据同
享，可以实时办结，大大节省跨境电商购物仓储、物流
成本。

目前，宁波保税区跨境仓库面积已达 35 万平方
米，引进了港龙仓储有限公司、高新货柜有限公司等一
批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着力打造现代化跨境仓储物流
基地。

宁波推进跨境电商发展
进口零售总额逾67亿元

不久前，甘肃庄浪县岳
堡镇吴家村合作社的蒜子卖
完后，吴向在心里的一块石
头终于落了地，美美地睡了
一觉。近一年来，他几乎没
睡过踏实觉。吴向在是甘肃
庄浪县岳堡镇吴家村的村党
支部书记，自从当选以来，
他就琢磨怎么解决村民的收
入问题，早点摘掉贫困村的
帽子。了解到大蒜市场行情
好，2016 年底吴向在挨家
挨户动员村民将 2300 亩耕
地入股，并流转邻村 1700
多亩地，成立了灰灰种植合
作社，打算种大蒜。

土地整理好后，新问题
也来了。没技术、没资金、
没销路，要想发展产业难上
加难。吴向在听说县里为了
发展产业扶贫，专门成立了
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经过镇干部牵线，吴
家村与县农业产业扶贫公司
合作，由这家县里的龙头企
业提供种子、地膜、肥料并
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运输，
同时先期垫付村民保底分红
和人工工资，产生的利润公
司、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按
照3∶1∶1∶5的比例分成。

2017 年 11 月份，吴家
村灰灰种植合作社种上了
4021 亩 大 蒜 。 今 年 6 月
份，大蒜丰收，但让吴向在
发愁的是，一斤大蒜市场价
只有2.8元，只要出售，就得赔个底朝天。

“愁得我整晚睡不着，还是扶贫公司想到了办法。”吴
向在告诉记者，大蒜就地加工成蒜子，一斤可以卖到7.8
元，通过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销售，4021亩大蒜共
收入1900多万元，除去各项成本，有563万元纯利润。

经过这一波三折，总算有了个好结果。这几天，如
释重负的吴向在正在核算分红的事情。老吴感慨，如果
没有县上的这家企业带动，仅靠村里自己找路子，只能
是瞎扑腾。

在庄浪县，由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带动壮大的
村级产业，吴家村只是其中之一。去年8月份，针对全县
外引企业难度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带富致富能力弱的
问题，庄浪县成立了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经过一年
多的运营，这家县属国有独资企业已经成长为一棵产业

“大树”，并且开枝散叶，带动全县富民产业遍地开花。
记者了解到，庄浪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在全县

18 个乡镇设立了分公司，在 293 个村建立种植、养殖
和林果业专业合作社879个，构建了“党组织+国有公
司+龙头企业+专合组织+贫困群众”的产业扶贫模式。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实
现了企业发展有盈利、贫困群众有分红、村级集体有积
累、循环农业有保障，在全县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扶
贫组织体系，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庄浪县委书记徐
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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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张先生来到湖北武汉硚
口区企业开办授权代办点，完成企业名
称核准。7 日，领到营业执照。随后，
他完成税务报到、社保登记手续后拿到
银行基本户账号。从名称核准到银行开
户，整个流程走完仅用90个小时，新公
司经营业务顺利开展。张先生本以为开
办企业手续繁复、耗时漫长，没想到这
么快就办妥了。

营商环境是滋养企业发展、创新创
业的丰厚土壤，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速度。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

“天下第一街”汉正街所在地以及全国著
名的老工业基地，硚口区商业氛围浓

厚，各类企业多。落户这里的企业负责
人纷纷表示，硚口硬件并不是最好的，
但诚意满满、服务贴心，“既要点赞‘硚
口速度’，更要点赞‘硚口态度’”。

今年 5 月份，在全区创最优营商环
境大会上，硚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将营商
环境定义为“企业之需、发展之要、政
府之责、作风之镜”。硚口区区委、区政
府专门制定了《创最优营商环境行动计
划》，主动从干部作风、政务服务、项目
落地、政策支持、市场法治、产业生
态、城市生活、重商亲商八大方面争创

“营商环境最优城区”。
能简则简、能并则并、能快则快，

硚口区行政审批局、税务局、社保处等
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把企业开办流程中
的名称核准、社保登记、发票申领等环
节逐一梳理和优化，把每个细节解析到
毫厘，把每个环节打磨到最优，今年 7

月份以来，硚口区新注册企业 2400 余
户，开办时间均未超过4天。

刷新全市企业开办速度，为群众省
下的“每一秒”，背后都是硚口政务服务刀
刃向内、自我加压的“一大步”。近年来，
该区大力推进“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改 革 ，“ 三 办 ”分 别 达 到 54% 、99% 、
100%。将原属于17个部门的79项审批
事项归并，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通过
审批职责、事项、环节“三个全集中”，精简
审批服务事项660项，缩短办事平均等待
时间50%以上，让信息“多跑路”，让市民

“少跑腿”成效显著，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
升，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一方面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另一方
面紧盯“问题清单”，硚口区以问责整改
推动干部作风转变。该区纪委与市委营
商环境专项巡查第三组联手联动，建立
区营商环境巡查组、聘请20名营商环境

监督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创优营商环
境“三找三查”专项巡查，着力督促解
决影响和制约区域服务体制机制、重点
项目落地、行政审批效能、市场监管、
惠企政策落实及基层干部作风等方面的
突出问题。截至目前，该区60家单位坚
持立查立改，共疏理“问题清单”266
条，制定“整改清单”307 条，查找

“差距清单”128 条，均已明确整改时
限，落实责任到单位和个人。

同时，该区纪委坚持问题导向，通
过明察暗访、第三方回访、问卷调查等
方式加强对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共下发督办单4批43个问题，并
对整改不到位和作风转变不积极的单位
和个人问责。

优质营商环境释放强大吸引力。一
年来，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等一批总投
资700多亿元的优质项目签约落户硚口。

武汉硚口区——

行 政 审 批 提 速 增 效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李放军 肖融冰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机器人孵化中心，一家科技公司科研人员在组装他们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