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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桐城市农夫
商城工作人员来到范岗镇新
联村村民胡万林家，收购了
2 头黑猪，合计 2700 元。拿
到钱的胡万林笑着说：“多亏
了电商振兴乡村民生工程，
村里帮我联系了电商服务
站，让我足不出户，就能找到
销路。”

近年来，电子商务成为
驱动桐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振兴
美好乡村的新引擎。据安徽
省商务厅监测统计，今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该市电商
交易额 12.77 亿元，同比增
长20.4%，电商从业人员万
余人，拥有省级电商示范园
区 1 家 ， 省 级 示 范 企 业 2
家，地方特色电商平台 1
家，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扩
大，深度推进该市一二三产
业融合，有效地促进了地方
经济发展。

2015 年 7 月份，桐城市
获批商务部第二批电子商务
进农村全覆盖示范县以来，
该市积极推动电商服务民
生，助力精准扶贫。电子商
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特别是农村电商从无到有，
实现电商全面发展。

桐城市加强“两中心、
一站点”建设，确保电商发
展支撑体系稳定运行。该市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在
电子商务产业园内建设桐城市电子商务综合公共服务中
心，全方位提供培训、设计、运营等电子商务服务。目
前，由安徽农夫商城建设的县级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中
心，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已覆盖197个行政村，打通了农
村电商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完善了农村电商物流
配送体系。该市通过培育与招商相结合，积极引入电商
服务平台。目前，村淘、京东、苏宁易购、邮乐购等著
名电商第三方服务平台均落户桐城。同时，该市加强农
村电商资源整合，提升村级服务站功能。为此，鼓励村
级电商服务站点与扶贫驿站整合，农夫商城、邮乐购、
京东等平台整合，在代售代购基础上，增加金融等服务
功能，形成了市、镇、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降低了物
流成本。

2014 年，桐城市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正式运营阿
里巴巴桐城产业带，当年就有近800余家企业上线，带动
线上线下销售17亿元。2015年阿里巴巴桐城产业带被
评为“安徽省信息化十件大事”之一，凸显了电商集聚效
应。桐城电子商务产业园先后被安徽省商务厅、省发改
委认定为“安徽省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安徽省现代服务
业集聚示范园区”。新渡镇及老梅村、黄甲镇及黄铺村被
评为省级电商特色小镇和电商示范村，集聚带动效应明
显。安徽蜂献、霞珍集团被认定为“安徽省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

走进云南昆明长水机场，人潮涌动，
一片繁忙。“松茸凌晨采摘后送到昆明机
场，当晚就能摆上曼谷甚至东京市民的餐
桌，以 1 箱 25 公斤计算，平均一天发运
3000箱左右。”云南空港物流公司办公室
主任孙超告诉记者，去年云南空港物流累
计完成保障进出港航班 21.65万架次、同
比增长 10%，进出港货邮吞吐量 28.13万
吨、同比增长13.47%，其中国际货量4.38
万吨、同比增长173.75%。昆明长水机场
成为继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中国面向
东南亚、南亚，连接欧亚的第四大国家门
户枢纽机场。

昆明已从不沿海、地处西南边陲却又
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发展成为国际产业合
作和经贸交往的汇聚点，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开放格局，逐步向区域性国际交
通、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迈进。

从开放“末梢”变身“前沿”

昆明处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开放末梢，
在全球一体化潮流中越来越需要更加准
确、清晰的发展定位。昆明市副市长王冰
表示，昆明提出了“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
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中心
城市”的奋斗目标。

如今的昆明已经融入了云南建设“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国家战略中，
是“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
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的起点，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为
圆心，4小时至5小时航空圈内，可连通约
35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同时，昆明独一
无二的资源优势、生态气候优势也日益凸
显。地缘优势让昆明从对外开放的“末
梢”变身“前沿”。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副总经理曾卫
东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铁路飞速发
展，随着沪昆高铁、云桂铁路、昆楚大铁路
等开通运营，云南迈入了高铁时代，连通
了全国高铁网。泛亚铁路被称为“钢铁丝
绸之路”。泛亚铁路的东线、中线、西线起
点均是昆明。

云南机场集团副总裁、昆明机场总经
理黄鉴告诉记者，昆明机场航线覆盖东南
亚、南亚众多国家和地区，至南亚、东南亚
的通航城市达 35 个，已成国内连接东南
亚南亚通航点最多的机场。

近年来，昆明市不断强化基础支撑，
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环线·射
线”骨干路网基本形成，基础设施体系日
益健全。

“边陲城市”渐成产业集聚中心

“手慢了，有可能拍不到花，手快了，
就可能支付更高的价格。”记者在斗南昆
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二楼拍卖大厅
内看到，前来参与拍卖的人员已经就座。
每天下午3点半左右，花卉拍卖交易市场
开始拍卖花卉。坐落于昆明市滇池东岸
的斗南，从35年前种下第一株剑兰、仅有
几块花田的小村庄，发展成为如今全国最
大花卉交易市场、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中
心。2017 年，斗南花卉交易市场鲜切花
交易量达76.34亿枝，交易额63.82亿元，
出口额1.7亿美元。

2015 年 9 月份，国务院批复同意设
立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新区
围绕“533”产业发展战略，做大做强汽车
及高端装备、石化、新材料、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5大高端产业集群，培育发展高端
商务和总部经济、商贸及现代物流、旅游
和健康服务3大现代服务业集群，高水平
打造安宁工业园区、杨林经开区、空港经
济区3大千亿元级产业园区。目前，安宁
工业园已成为云南省首个千亿元级工业
园区，杨林经开区年产能 40 万辆的千亿
元级新能源汽车及配套零部件产业园正

在形成，空港经济区以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和航空物流、综合保税为主的千亿元级
临空产业园正逐步形成。

来到位于安宁市草铺街道的中石油
炼化工厂，控制室电脑屏幕上的流量数据
不断跳动，来自中东的原油从中缅油气管
道源源不断输入，优质成品油从这里流向
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5省区市。

走进云南东盟国际冷链物流中心，昆
明经开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有国内外
5000 多种冷链食品在周转，而即将动工
的第三期包括进出口冷链食品展示中心
和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互联网电商平
台，主要为进出口冷链食品提供集保税仓
储、展示交易于一体的综合型保税供应链
服务和综合农产品交易服务。

昆明突出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中国汽
车技术中心云南高原测试基地、东风云
汽等一大批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项目
纷纷落户汽车城嵩明。嵩明县县长王秀
江表示，将加速承接产业发展功能，全力
推动招商引资向精准化、专业化转变。

宜良乡鸭湖温泉康养小镇越来越热
闹，宜良县委书记李绍俊说，宜良紧扣昆
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主动融入昆
明大都市，积极参与全省区域性分工，承
接昆明城市功能拓展、产业转移，打造昆
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东部新兴发展极。

据介绍，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已成功举办了 24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已经成功举办了 4 届。在今年的南博会
上，有来自 87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31
个省区市的代表和 3825 家企业参展参
会。近年来，昆明南博会已逐渐成为中国
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多层次、宽领域的交
流合作平台。

持续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合作，南博
会、旅交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影响力日益扩
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昆
明在全省辐射中心建设中的核心枢纽作
用日益凸显，正向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方
向大步迈进。

王冰说，按照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
市功能定位，昆明正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
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人文交流中
心，实现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赢发展，形成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昆明：加快向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迈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郑 义

改革开放 40 年，宁夏电力取得
长足进步。

小省区，强电网，大送端。“从西
北区域第一个建成 750 千伏双环骨
干网架，到建成至山东、浙江、江苏
等三大外送大通道,经过几十年的
拼搏努力，宁夏各级输配电网协调
发展，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资源优化
配置能力、电网智能化水平显著提
升，尤其是西电东送战略实施取得
突出成就。”国家电网宁夏电力有限
公司董事长马士林说。

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2011 年 2 月 28 日，宁东至山
东±660 千伏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双
级投运，开启了国网宁夏电力大规
模外送的第一条通道，这也是世界
上首条±660 千伏电压等级的直流
输电工程；2016 年 8 月份建成宁东
至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外送
工程，新增电力外送 800万千瓦，宁
夏直流外送能力达到 1200万千瓦；
2018 年，±800 千伏伊克昭—临沂
特高压直流工程即将投运，建成后
将打通宁夏第3条电力外送通道。

近年来，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公
司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建成投
运±660千伏宁东—山东、±800千

伏宁东—浙江两条超（特）高压直流
外送通道,外送电量逐年提升。截
至目前，±660千伏宁东—山东直流
输电工程累计外送电量 2236.09 亿
千瓦时，±800千伏宁东—浙江特高
压 直 流 输 电 工 程 累 计 外 送 电 量
535.01 亿 千 瓦 时, 共 计 外 送 电 量
2771.10亿千瓦时。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季
宏亮介绍说，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
宁夏直流累计外送电量 2828 亿千
瓦时，相当于外送煤炭1.14亿吨，义
不容辞地担当起宁夏防治大气污染
行动的主力军，相当于减排二氧化
碳28195万吨、碳灰粉7692万吨、二
氧化硫848万吨、氮氧化合物424万
吨，为宁夏增加收入 789 亿元，推动
宁夏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季宏亮继续介绍说，宁夏外送
电不仅实现了电量上的突破，外送
省份也由原来的青海、西藏、山东扩
展到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
十几个省份。截至 10 月底，外送电
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32.4%。

从“外送电”到“电权”交易

“大发展伴随高受阻。”马士林
告诉记者，近 10 年来，宁夏风电、太
阳能发电装机1789.94万千瓦，占比

42.87%，位居全国第二。但是新能
源装机大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消纳
压力。如何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成
为宁夏乃至西北电力系统突出的瓶
颈问题。

出路只有一条，即建市场、扩外
送。2016 年 12 月 7 日，经多方努
力，宁夏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上海燃
煤发电企业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完成
跨区跨省发电权交易电量0.74亿千
瓦时，这是国内首次以集中竞价方
式开展的跨区跨省发电权交易。

这不仅解决了新能源消纳，还
促使“外送电”延伸为多种“电权”交
易。截至目前，宁夏新能源市场化
交易已由原来的单一外送电拓展至
新能源与火电发电权交易、新能源
火电打捆电力直接交易、新能源跨
区跨省发电权交易、新能源参与自
备电厂电能替代交易等多种交易形
式。“截至7月底，宁夏新能源参与各
类市场化交易电量达 83.3 亿千瓦
时，占新能源发电量的49.43%，新能
源累计弃电量 3.72 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 34.74%，累计弃电率 2.15%，同
比下降 1.89 个百分点，新能源高比
例消纳、节能减排、经济增长多方共
赢局面初步形成。”国家电网宁夏公
司副总经理赵青山说。

西电东送 宁夏当先
本报记者 许 凌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青
海创建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
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形成了锂电、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特色生物资源
开发等12条循环经济产业链。特色
农牧业、生态畜牧业、有机畜牧业健
康发展，农畜产品种植养殖—精深
加工—废物综合利用的现代农牧业
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农畜产品加工
转化率由 2012 年的 35.1%提高到
2017 年的 54.2%，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由 2012 年的 72.4%提高至
2017年的86%,初步建成“回收网点
—分拣中心—集散交易市场”一体
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再生资
源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全部应用
功能开发。

2012 年以来，青海累计落实资
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园区循环化改
造中央资金近9.5亿元，安排实施了
58 个节能、节水、循环经济、废弃物
再利用、污染防治和园区产业升级
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

此同时，青海在研究突破反浮选冷
结晶提钾、高镁锂比卤水提锂、高性
能镁合金等一批关键技术难题的基
础上，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及基地
建设。截至 2017 年底，建成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家、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4家、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 5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8
家，组建了“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等7个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努力构建涵盖多层次全方
位循环型经济体系。

青海构建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云南昆明提出了“加

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

国、辐射南亚东南亚区域

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奋斗

目标，持续深化国际国内

区域合作，南博会、旅交

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影响

力日益扩大，对外开放的

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

对外开放

在昆明南站准备发车的沪昆铁路客运专线列车。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挂牌

成立，坚持以社区金融、“三农”金融、小微金

融为核心，以实体经济为导向，踏踏实实地走好

上海普惠金融的每一公里，逐渐成为促进上海经

济发展的金融中坚力量。截至目前，邮储银行上

海分行已累计向辖内地区投入资金逾 3600 亿

元，其中信贷投放超过1000亿元。

首先是开拓服务渠道，丰富信贷产品。邮储

银行上海分行扎根上海小企业发展特点，积极推

进银政沟通，搭建金融合作平台。经过与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及多家平台机构的持续沟通，行内现

行符合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要求的产品体系得

到很大丰富，科技履约贷、科技微贷通、科技信

用贷等双创科技类产品与房地产抵押贷款、保证

保险贷款、快捷贷、无还本续贷、小微易贷等小

微普适类产品互为补充，采用“线上+线下”、

365天不停歇的方式进一步简化担保方式、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从产品端缓

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

题。截至 2018 年三季度，科技履约贷、科技微

贷通、科技信用贷、小微易贷、无还本续贷等新

产品在上海的各家分支机构陆续实现业务落地并

取 得 一 定 发 展 ， 信 贷 结 余 较 2017 年 末 增 长

226%，累计服务近千家小微企业。同时，邮储

银行上海分行不断开拓服务渠道，联手同业、沟

通三方机构，走进园区、企业，为小微企业提供

惠及企业发展全流程的咨询、帮扶服务。积极推

荐企业参与“创业英雄汇”等总行冠名节目，拓

宽优质小微企业的上下游及融资渠道。

第二是建立长效机制，落实“大走访”工

作。为更好地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责任，使

更多的小微企业切实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政策红

利，邮储银行上海分行按照“规划先行、统一部

署、精准营销”的总体思路，指导辖内各级机构

围绕“平台机构、产业园区、核心企业、城市商

圈”四个重点获客渠道，积极开拓市场，实现平

台搭建落地、领导分层走访及客户名单建立。截

至 2018 年三季度，全行共走访获客渠道 60 余

个，走访客户700余家，为“两增两控”普惠金

融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客户储备基础。

第三是强化风险监测，发展与质量并重。在

资产质量把控方面，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在大力发展、不断提高小微企业对金融服

务的获得感的同时，时刻注重整体风险把控，严

格贷前、贷中、贷后环节，确保新受理业务资产

质量；定期对存量客户进行走访摸排，压缩对产

能过剩行业贷款，有序退出“僵尸企业”及经营

情况堪忧的存量客户；强化不良贷款催收及核销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截至 2018 年三季

度，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两增两控”口径目标完

成情况远超序时进度。其中小微企业贷款较上年

同期净增近 10 亿元；贷款户数较上年同期净增

近 40%；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 1.26 个百分点；

三季度小微贷款平均加权利率较一季度下降0.67

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将以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谋求新的作

为，不断把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工作推向深入。

·广告

聚焦小微企业成长，邮储银行上海分行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