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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招商是山东省莱西市招商引
资的“关键一招”，摒弃“捡到篮子里都
是菜”的粗放式招商，莱西市更加注重
项目引进质量和发展效益，根据产业发
展趋势及招商实践，实现由招企业向招
产业转变，破解了“只见项目不见产
业”的问题。例如，北汽新能源汽车项
目落户后，莱西围绕这一“龙头”项
目，积极引进上下游生产企业与之配
套，按照“差什么引什么、弱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聚起了千亿元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

2015年，北汽新能源汽车项目落户
莱西姜山，给莱西市产业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并被寄予厚望。围绕北汽这一

“龙头”企业，莱西市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着眼于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提高产业链垂

直整合度和产业融合互补性，整体谋篇
布局，加快打造产业集聚区，而不是企
业集聚区。

“紧盯新能源汽车新兴产业，围绕上
下游产业配套开展招商。到2020年，确
保配套关联企业达到100家以上，本地
企业配套率提高到60%以上，新能源汽
车制造产业链产值突破 1000 亿元，构
建起包括配件生产、整车制造、产品销
售、物流运输、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千亿
元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姜山镇党委书
记张显杰这样描述他们的产业目标。为
此，姜山镇高标准规划了面积达2600公
顷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和机械制造
及汽车配件产业集聚区，目前已开发
1630公顷。其中，新能源产业集聚区一
期规划面积 200 公顷，已开发 82 公顷，
63家相关企业有53家落户在两个产业集
聚区内，产业集聚度达到69.5%。

为加快延伸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
链，着力提高本地化配套率，姜山镇还
与北汽协商调研了100多家相关配套企

业，成立了专门招商领导小组，主要负
责人、分管干部纷纷出动，奔赴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拜访企
业，洽谈合作，积极推进电池、电机、
电控三大核心零部件企业等关联企业
落户。

目前，投资30亿元的国轩电池落户
投产，青岛泰和兴业、伊凡诺思传动机
械、新明鑫汽车灯具、金瑞达模具等15
个为北汽配套生产汽车精密传动连杆、
汽车灯具、内外饰件、汽车各部位弹簧
件等零部件项目先后落户并投入试生
产；中国汽车后市场联合会、中铁中基
供应链集团、尼桑电池等12家企业集中
签约入驻，新能源产业发展底盘进一步
壮大，形成了密集的产业圈，实现了项
目“花开满园”。

为增强企业投资信心，姜山镇以企
业诉求为风向标，引进发展了供暖、供
热、包装等配套企业。落户姜山镇的青
岛洪润林业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项目
达产后，不仅能带动500余人就业，年

增加农民收入约 3000 万元，更重要的
是为北汽、国轩等大项目解决了企业用
气问题，为人才公寓解决了供暖问题。

为了给落户企业和广大群众提供更
加舒适的现代化生活条件，姜山镇加
快新城核心区服务产业配套建设，全
面提升姜山新城教育、医疗、金融、
商务、市政等城市服务功能。引进了
百年南开高品质教育资源，在姜山建
设 青 岛 南 开 教 育 基 地 ， 今 年 开 始 招
生；投资 6 亿元的青岛城投职业学院
正在施工，将建立集“教、学、研、
用”于一体的人才培训中心；为人才配
套的蓝领公寓项目，目前两栋楼主体已
完工，公寓建成后将满足企业蓝领人才
居住生活需求，创建更加优良的创业环
境；占地 65 亩的商务综合体项目，将
建设 5 万平方米的商务酒店和写字楼；
道路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等基础设
施配套工程全面展开，在优质项目带动
下，一个宜居宜业的特色新城正在加快
发展、高起点推进。

山东莱西：产业链招商聚起千亿元产业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王玉翠

“5年前，我第一次去成都看女儿，坐了22个小时
的硬座，今天我坐的是复兴号动车组‘绿巨人’，还不
到7个小时，整整缩短了15个小时。”说到自己两次乘
车体验，甘肃兰州的张女士笑容满面：“乘车更舒坦
了！”距离D762次动车组发车还有20分钟，张女士和
姐姐就早早在兰州车站检票口前排起了队。“我去成都
看女儿，顺便看看成都的美景，尝尝美食。”她听说兰
州到成都开行动车组列车，女婿特意给她们买了动
车票。

兰渝铁路开通，大大缩短了西南和西北的旅行距
离。同时兰渝线再增开兰州至成都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让旅客的旅行体验更为舒心。

“由 22 小时的‘K’字头列车到 6 个多小时的动
车，从大一到大四，我感受到了兰州到成都开启的‘加
速度’。”乘坐兰州至成都东D762次列车返回学校的兰
州姑娘小陈开心地说，她在成都上学，过去每次回学校
都要在西安转乘，时间长不说还很麻烦。后来兰渝铁路
开通，虽然方便了很多，但还得10多个小时，没想到
快毕业了，又开行了兰州至成都的动车，家也离车站
近，真的很方便。

登上“绿巨人”，乘坐 D762次列车前往成都游玩
的麦先生第一感觉是宽敞舒适。他说，普客列车上
充电不方便，但在这趟“绿巨人”列车上，每排座
位间都配有电源和 USB 接口，车厢连接处、洗漱间
位置也有充电插头。“坐着动车游成都，旅行时间节
约了很多，心情很不错。”他端着相机拍摄着沿途车
窗外的景色。

D762次列车长告诉记者，本次列车是9节车厢的
短编组列车，定员720人。与传统普速列车相比，该车
座位采用“3+2”排列，座椅椅背可以调节，座椅间距
也增大了很多，旅途更舒适。

兰州和成都都有众多美食，牛肉面、酿皮子、甜醅
子、担担面、火锅串串……两地开通直达动车，“担担
面”和“兰州拉面”两碗面的距离更近了，两地的美食
爱好者也多了大饱口福的机会。

兰州至成都首发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宋佳龙

在北京金融街西南 6 公
里处，一条“第二金融街”
崭露头角。这是位于北京市
丰台区的丽泽金融商务区，
也是北京三环内最后一块成
规模开发的区域。随着越来
越多金融机构聚集于此，新
兴金融产业初具规模，这里
正铆足劲儿全力打造首都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日前，北京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丰台区政府相
关部门、40 余家驻京金融机
构、金融企业代表、投资专家
顾问等150余人齐聚丽泽金融
商务区招商展示中心。这场从
高质量发展、创新的国际化视
角、优质营商环境等方面探讨
新时代丰台发展商机的活动，
启动了丽泽金融商务区又一波
招商热潮。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规划
范围总用地 8.09 平方公里。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2035 年）》 提出，这里是新
兴金融产业集聚区、首都金融
改革试验区，重点发展互联网
金融、数字金融、金融信息、
金融中介、金融文化等新兴业
态，构建功能复合的 24 小时
生活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金融发展新区。

当前，北京正在推动丽泽
金融商务区与金融街的一体化
发展，建设“第二金融街”。
随着产业空间逐步释放，丽泽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在
这个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区
域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晋商联合大
厦、首创中心等4个项目已建
成使用；丽泽SOHO、中华保
险大厦、青海金融大厦等8个
项目2019年将陆续投入使用；国家金融信息大厦、中
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华夏人寿项目等
7个项目预计2020年后投入使用。

对安家于此的金融机构而言，丽泽地区近几年的变
化有目共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杨昆表
示：“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营商环境，这里都为企业提
供了多方面支持，在这里发展大有可为，这也是我们迁
入丰台发展的原因之一。”

目前，丽泽区域内入驻企业480家，其中350家金
融类企业中有新兴金融业企业336家，占金融类企业总
数的96%，入驻企业以证券衍生、股权投资基金、登记
结算、行业协会、要素市场、互联网金融类为主，吸引
了诸如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信贷资产登
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等诸多金融机构落地。

“丽泽金融商务区聚集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
生态、政策优势。”丽泽管委会主任刘郦说，随着规
划升级，丽泽将致力打造国内首个“园林式金融商务
区”。

丰台区区长王力军表示，为打造好“第二金融
街”，区里邀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按照国际标准对
丽泽规划方案开展全面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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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合作机制，联合设计跨省线路产品——

陕甘启动旅游市场互动开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 婷

甘肃和陕西日前

签订 《文化和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推进文

化 和 旅 游 业 融 合 发

展，共同营造良好的

文化旅游环境，共促

西部旅游发展形成新

格局

4 月初，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人民
政府在甘肃省兰州市举办了以“汉江之
源·羌族故里”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
会，面向“自驾游”“高铁游”等不同游
客群体推出了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和优惠
政策，以加强陕西与甘肃的区域旅游协
作。这场推介会拉开了陕西甘肃两省文
化旅游资源开放共享序幕。

日前，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
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了《文化和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省推进文化和旅
游业迈入主动靠拢、常态合作、融合发
展、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协议》，
两省将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
场互动、共促发展”的原则，深化合
作，建立健全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机制，
建立两省共享文化旅游招商项目库；加
强连通，支持毗邻地区旅游联盟建设，
着力提升重点景区品质，联合设计开发
跨省精品旅游线路产品，着力打造甘陕
川大旅游圈；联合促销，加大联合宣
传，建立重大节会活动交流机制，加强
网络与新媒体端的宣传营销合作，组织
开展文化旅游互学互访活动，实施全方
位旅游市场互动开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月19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开
通“环西部火车游·康养新年之旅”专
列，此趟专列充分结合甘肃省冬、春季
旅游淡季价格优势和图定列车票额充足
等特点，发挥铁路对甘肃及周边省市旅
游景点的串联优势，开发具有西北特色
的“冬季康养系列”产品。以高铁为载
体实现区域市场大互动，为陕甘旅游合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月 8 日，时速 160 公里的“复兴
号”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跑兰渝线。兰州
至重庆的行驶时间由原来的最短10小时
51分缩短至6小时59分。全长886公里
的兰渝铁路，经甘肃、陕西、四川、重
庆，穿越黄土高原、秦巴山区，在西部
地区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黄金通
道”，也是我国第三条连通南北的铁路大

动脉。动车组的开行不仅缩短了空间距
离，同时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例
如，宝兰高铁开通一年多来，发往兰州
方向的客运列车日均发送旅客 2.2 万人
次，客货运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据陕西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高铁为陕西“圈粉”数千万。2018 年，
西银高铁稳步推进，西延高铁启动建
设，西安新筑铁路综合物流中心加快建
设。陕西铁路旅客发送人数、货物发送
量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一、二位。以高
铁、动车为主力的旅客快速运输增幅全
国第一。陕西省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6.3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5994.66亿元。

目前，西安至十堰、西安至延安、
西安至安康、延安至榆林高铁均在加快
推进。这4 条高铁建成后，将与在建的
西安至银川高铁、已建成运营的西安
至郑州、西安至成都、西安至兰州、
西安至太原等高铁共同构筑起陕西省
通江达海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为西北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
运输保障。

据了解，今年陕西将加快宝鸡至坪
坎、凤翔至旬邑、合阳至铜川、平利至
镇坪、安康至岚皋、绥德至延川等高速
公路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推进银西高铁建
设，确保西延、西十、西康高铁开工建
设，力争延榆高铁年内开工，加快汉巴
渝快速铁路北上通道项目前期工作;持续

抓好中欧班列长安号新线路开拓，全年
计划开行1800列。

文旅资源开放共享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处于
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有“一
脚踏三省”之誉。因地理位置独特，形

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景观和文化。最
近，青木川古镇樱花盛开，魏氏庄园樱
花巷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
念。游客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们一家特
意从西安自驾游到青木川游玩，沿途有
很多挂着甘肃、四川车牌的车。

统计显示，清明节小长假期间，青
木川景区共接待游客 14.35 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32.5% ，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6052.49 万元。据青木川景区驻兰州办
事处负责人杨林介绍，2016 年 4 月份，
他们向甘肃市场推出了第一条原创精品
线路：青木川—西峡颂—文县碧口—万
象洞，此后又陆续推出青木川专线等旅
游线路。

“现在不光自驾游的客人来得多，兰
渝铁路全线通车后，乘坐火车前来游玩
的旅客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节假日期
间，宾馆客房被预订一空。”在青木川古
镇经营宾馆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甘肃和陕西，一个是丝绸之路黄金
通道，一个是古丝绸之路起点。通过参
加丝路旅博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
展旅游宣传推介等举措，架起了一座合
作之桥。陕甘两省旅游产业发展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通过建
立一系列合作机制，两省将加强文化旅
游企业投资合作，加快文化旅游资源开
放共享。

2019 年初，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推出了以“丰收了·游甘肃”为主题的
冬春旅游系列惠民活动，邀请“邻居”
陕西父老乡亲冬游甘肃，感知交响丝路
的 神 奇 瑰 丽 ， 体 验 如 意 甘 肃 的 别 样
风情。

陕西旅游集团与甘肃平凉市合作开
发崆峒山大景区，签署了《平凉市与陕
旅集团合作开发崆峒山大景区协议书》。
陕旅集团董事长周冰表示，此次合作将
让崆峒山和陕旅集团的旅游资源形成联
动，推动两省文化旅游交流与合作向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为
西北旅游业聚力共赢注入了强大活力。

未来，陕西与甘肃将在旅游服务标
准化合作等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营
造良好的文化旅游环境；发挥优势，加
强文化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广泛学习交
流，共同提高两省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
综合素质，共促西部旅游发展形成新
格局。

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陇南市，地处
秦岭南麓秦巴山区，是甘肃全省唯一的
茶叶产区。目前，“陇南绿茶”已取得
农业农村部国家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在
西北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茶叶已经成为陇南当地脱贫致富的
重要产业。相关统计显示，2018 年
底，陇南全市共有茶农 8.45 万人，茶
叶适生区人均茶叶收入2800元。在一
些茶叶种植重点村，茶叶收入占到贫困
户收入的60％以上。

除了种茶卖茶，茶叶还带动了当
地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陇南市副市长
漆文忠介绍，陇南茶叶主产区位于文
县、康县和武都区3县区交界处，与3

个自然保护区位置重叠。茶区也是风
景区，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极佳条件。

康县阳坝镇天鹅湖村的贾小刚早
早就吃上了旅游饭。天鹅湖村地处国
家4A级景区梅园沟之内，贾小刚把茶
叶种植和旅游观光相结合，游客除了
观赏茶园外，还可以亲自体验采茶，
采摘后的鲜叶最快 4 个小时便可制成
成品茶由游客带走。“我们生产的茶叶
有三分之一直接由游客买走，还有三
分之一由大客户提前一年预订，剩下
的三分之一在网上销售。”贾小刚说，
目前一年能销售 100 多万元，带动了
10余户贫困群众脱贫。

（据新华社电）

甘肃陇南：茶叶种植+旅游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