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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通讯员花木嵯报道：在青海
今年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8%。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与装备工业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全省机械装备制造行业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动能转
换，努力开拓市场，呈现出重点企业运行平稳，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强势带动，市场开拓取得积极进展等
特点。

在青海工业发展的主阵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德令哈工业园内，青海海西华汇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曾
经是一家为周边化工企业生产非标装备、PE管材、草
坪花坛围栏等产品的配套企业。伴随全省新能源产业快
速发展，该公司紧抓机遇，顺势而为，加速转型，开始
向生产风电设备塔筒、光伏光热支架等相关装备制造产
业转型，不仅大幅降低了新能源装备、材料配件的制造
成本，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海西发
展光热、光伏、风电产业提供了所需的装备配件材料，
延伸了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的链条。今年一季度，该公
司积极对接青海当地风电建设项目，签订了价值8000
万元的50套风电装备订单。

在以清洁能源作为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远景能源海南州有限公司在去年年
底实现量产，首台风电机舱和轮毂顺利下线，首批风机
整机设备投入市场。随着这一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落
地，在提升完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能力的同时，还带
动了一批铸件、塔筒、轴承、叶片等上游供应商同步
落户。

据青海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省风力发电量8.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5%，电力结
构进一步优化。

在打造千亿元锂电产业的同时，青海比亚迪锂电池
有限公司、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新材料产业
项目建成投产。目前，全省锂电池建成规模达 9.5 吉
瓦，在建规模达到13.5吉瓦，这不仅助推了全省制造
业的信息化、智能化转型，也带动了新材料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

今年前两个月，青海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7倍，成为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的主力行业。

青海装备制造业同比增66.8%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带动效应明显

初夏，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依然雪板
飞扬，传出欢声笑语。这座滑雪场地处新
疆富蕴县阿尔泰山深处，每年存雪期长达
8个月，5月初启动的“反季节”滑野雪等
活动竟吸引了来自冰雪旅游大省黑龙江
的游客。“山下百花盛开，山上白雪皑皑，
没想到都过立夏了，这儿还能滑雪，而且
雪质这么好。”哈尔滨滑雪爱好者王雪莉
感慨。

游客接待量增长六成多、旅游消费额
增长近一倍，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旅游
季，富蕴县所在的阿勒泰地区交出了亮丽
的成绩单，“白色经济”动能澎湃。地委书
记张岩表示，阿勒泰确定了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和世界冰雪运动目的地的定位。去
年以来，坚持“以旅游业为主体，牵动一
产、托举二产”的发展思路，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

丰富品牌内涵

阿勒泰地区居祖国版图“西北角”，
多年来在喀纳斯湖等龙头景区的带动

下，夏季旅游人气爆棚，但冬季旅游却如
休眠火山，始终未曾爆发，这与当地漫长
的雪季所拥有的“人类滑雪起源地”“中
国雪都”等品牌不相匹配。如何唤醒沉
睡的“白色经济”？当地多方施策，除了
建机制、定规划、树品牌、抓营销、强交通
等举措外，还坚持打好融合牌，植入民俗
风情；巧用时间差，努力占领“两厢”，取
得了初步成效。

发挥民俗风情浓郁的优势，将其融入
冬季旅游，是阿勒泰立足本地特色，激活

“白色经济”动能的重要手段。作为“人类
滑雪起源地”，阿勒泰近年来不断丰富这
一品牌内涵，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推出
了古老毛皮滑雪体验项目，举办毛皮滑雪
赛事，以及在民间艺人指导下，制作手工
毛皮滑雪板等，扩大本地区冬季旅游的
影响。

布尔津县冲乎尔镇冬季降雪量大，过
去雪橇一直是老乡们离不开的交通工
具。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雪橇大多被存
入仓库，会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少。近年
来，当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在政府的引导

下成立了马拉雪橇协会。“先辈一代代传
承下来的雪橇有了新用途，以前是交通工
具，现在变成了赚钱工具。”马拉雪橇协会
会长努尔勒别克·卡斯勒汉告诉记者。

传统与现代互动，民俗与时尚交融。
在地区文化旅游部门引导下，民俗风情、体
育赛事、大型表演等植入冬季旅游。游客
可以欣赏甚至参与传统的毛皮滑雪、雪地
赛马、雪地姑娘追，以冰雪场为背景用光影
技术讲述阿勒泰神话故事的大型灯光秀
等。赶上传统节日，还能与少数民族群众
一起过节，体验当地浓郁的民俗风情。

释放产业潜力

阿勒泰地区发展冬季旅游，具有独特
的优势，其中雪季长是比较显著的优势。
有专家认为，可以在大部分冬季旅游目的
地尚未开门纳客以及春节过后基本偃旗
息鼓之际，打造和叫响深秋、晚春、初夏滑
雪胜地。该地区充分利用和放大这一优
势，谋篇布局冬季旅游。

富蕴县雪期长、雪量大，就在5月15

日，该县可可托海镇还迎来了一场降雪。
本月上旬，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上演了一
场“反季节”滑雪活动，滑雪登山、单双板
飞跳台、五公里滑“磨菇”表演等，吸引了
来自全国的滑雪俱乐部代表和众多滑雪
爱好者。富蕴的超长雪期，让众多滑雪发
烧友惊叹，也让他们选择在可可托海告别
本季滑雪活动。

新疆冰雪旅游“第一滑”“收尾滑”都
在阿勒泰，不仅为当地延长了“白色经
济”收获期，而且赢得了找问题、补短板、
强弱项的时机。今年 3 月份，该地区梳
理出当前冬季旅游存在的 13 类 284 条
短板问题。地委、行署要求有关部门认
真分析、整改，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
落实，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阿勒泰的冬季旅游资源是世界级
的，也是按世界级标准去谋划的。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冰雪
资源条件，不断释放冬季旅游产业潜力，
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面对记者，
阿勒泰地区行署副专员王君安自信地
表示。

巧用时间差 打好特色牌

新疆阿勒泰冰雪旅游从冬玩到夏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言人孟玮日前表示，从
国 家 发 改 委 掌 握 的 情 况
看，近期东北地区投资并
没有下滑。今年一季度，
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2.9%，虽然横向与其他
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但纵向与自身比较，东北
三省固定资产投资正处于
恢复性增长的阶段。

“具体来看，2019年一
季度投资增速较 2018 年一
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较
2018 年全年提高 1.9 个百
分点。”孟玮介绍说，分省
份 看 ， 2019 年 一 季 度 ，
辽、吉、黑三省固定资产
投 资 增 速 分 别 为 3.2% 、
0.8%、4.2%，与去年同期
相比，辽宁下降1.1个百分
点，吉林、黑龙江两省分
别增长 9.4 个、1.7 个百分
点。此外，2019 年一季度
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等指标较去年同期都有一
定的增长，其中辽宁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居
全国第7位。

孟玮表示，近年来东
北地区高度重视营商环境
建设，辽、吉、黑三省都
组建了省属营商环境建设
部门，辽、黑两省分别出
台 了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条
例》，吉林省的条例也将于
近期出台，营商环境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比
如，辽宁省建立了项目管
家制度，2018年为5717个
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配备
了项目管家，有力推动了
项目建设，服务了企业发
展。吉林省企业开办时间由11天压缩至3天，全力打
造“办事不求人”吉林名片。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实
施“承诺即开工”改革，也就是“政府定标准、企业
作承诺、过程强监管、信用有奖惩”，创新开展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改革，落户企业 9 天即可拿到施工许
可，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去年以来，一批重大项目纷
纷落户东北地区。比如，2018 年5月份，一汽大众奥
迪Q工厂一期在长春建成投产，总投资130亿元；去年
8月份，齐齐哈尔龙江阜丰20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建
成投产，总投资55亿元；去年9月份，大连英特尔二
期建成投产，总投资55亿美元；去年10月份，华晨宝
马沈阳新工厂开工建设，总投资约300亿元；今年3月
份，华锦阿美石油化工项目公司在辽宁盘锦揭牌，总投
资超100亿美元。

“总之，我们看到新一轮东北振兴取得了积极进
展。”孟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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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部博览会共签约项目406个，总金额4835.13亿元——

中部六省共享开放融通盛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冯其予

第十一届中国中

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和

第二届世界赣商大会

日前落下帷幕，在先

进制造业、新能源、

新材料、电子信息、

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签

署了一批合作项目。

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已成为中部

地 区 开 放 合 作 的 窗

口，承接产业转移的

重要载体，共建“一

带一路”的有效平台

5 月 18 日至 20 日，以“高水平开
放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
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和第二届世界赣
商大会在南昌举行。大会吸引了97家境
外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54个国家和
地区千余名外宾参会，在合作交流中共
享开放融通的贸易盛宴。

携手开辟合作窗口

中部博览会国际知名度、
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品牌
效益不断提升，吸引了越来越
多境内外投资贸易客商

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
独特，产业基础良好。国家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据显示，2018
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速达到7.8%，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
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前列；
中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9.27 万亿元，
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 21.4%。中部地区
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区，展
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部博览会自2006年创立以来，已
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参加人数超过 30
万，签署的投资合同金额达到950亿美
元，影响力持续扩大，为境内外投资贸
易客商全面了解中国中部地区投资政
策，获取重点项目建设信息，选择投资
项目，开展经贸往来和兴业发展提供了
绝好机会。“中部博览会的国际知名度、
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品牌效益也不
断提升，成为中部地区开放合作的窗
口，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共建

‘一带一路’的有效平台。”商务部部长
钟山表示，希望广大企业用好中部博览
会这个平台，分享中国庞大市场机遇。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为中部地区经
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作出贡献，共同推

进 中 部 地 区 高 水 平 开 放 和 高 质 量 发
展。”戴尔科技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刘
伟博士说。

在美国高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赵
斌看来，作为连接中国东西部地区的中
部六省，其地理位置具有承上启下的天
然优势，人口密集，人才众多，历史文
化底蕴足，在新经济模式下，其发展潜
力和提升空间都是巨大的。“在5G智能
时代，高通公司将携手更多中部省市合
作伙伴，在中部六省这片创新高地上，
携手创造更多‘中国引领’和‘中国首
创’。”赵斌说。

共同凝聚“智造”力量

一项项智能制造领域前沿
技术展示了中部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个鲜活样本

本届中部博览会紧扣“高水平开
放 高质量发展”主题，突出开放提
升、创新引领，充分展现中部地区特色
优势产业。博览会期间，无论是在展区
内还是在推介会上，一项项智能制造领
域前沿技术纷纷亮相，展示了中部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个鲜活样本。

在先进制造展示区内的航空船舶联
合展区入口处，一架高约 3.5 米、长 13
米的民用直升机十分显眼，吸引了不少
群众围观和拍照。“这是一架2吨级轻型
民用直升机，由江西本土企业制造，可
广泛应用于公安警航、医疗救护、农林
喷洒、森林消防等领域。”华夏九州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查政明表示，希
望通过参展中部博览会，向群众普及民
用直升机的相关知识，同时宣传和推介
公司智能制造产品，拓宽中部市场，扩
大企业效益。

这边，智能制造科技产品琳琅满

目，那边，智能制造项目精彩推介，让
人目不暇接。在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重点项目推介会暨外资并购工作委员会
成立仪式上，各个企业在推介自身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大批智能制造领域的前
沿技术和顶尖产品，共同凝聚“智造”
力量。

“目前，国内传统数控机床精度不
高 ， 高 端 数 控 机 床 主 要 依 赖 国 外 进
口。”江西佳时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华告诉记者，由公司自主研发的
智能高精机床项目，不仅可以有效提高
自动线整体技术和国产智能制造成套装
备的技术水平，还可实现铣、车、磨等
多功能复合，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且相
比于国外高速高精度数控机床价格更为
低廉，从而使得零部件加工、柔性生产
线设计制造增强了竞争力。“通过中部
博览会，可以让我们的产品更好地‘走
出去’，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合适
的 合 作 伙 伴 ， 帮 助 我 们 企 业 做 大 做
强。”刘华说。

“以信息技术和制造业加速融合为主
要特征的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
的主要发展趋势。”在中部博览会第二届
中国 （江西） 国际智能制造论坛上，中
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
说，中外智能制造领军企业高管和专家
齐聚南昌共同交流探讨与分享智能制造
领域的前沿科技与发展趋势，为中部六
省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国际资本“抢滩”中部

中部六省共签约项目 406
个，签约总金额 4835.13 亿元。
项目主要涉及先进制造业、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吸引外资达到
了 159.3 亿元，同比增长 9.7%，比全国
的增速高出 3.2 个百分点，江西省是这

次中部博览会主办省，吸收外资40.3亿
元，增幅达到 38.3%。在全球跨国资本
流动大幅减速的情况下，中国吸引外资
保持稳定增长，充分说明了国际资本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对中国投资环境
的认可。在此前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受文如是说。

本届中部博览会的合作成果也印证
了这一观点。据组委会统计数据显示，
本届中部博览会期间，中部六省共签约
项 目 406 个 ， 签 约 总 金 额 4835.13 亿
元。项目主要涉及先进制造业、新能
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
新型化工、特种陶瓷、纺织服装、绿色
食品、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能源与
城市基建、农业产业化、第三产业、生
物医药等产业。

在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中部六省市长
与跨国公司对话会上，中部城市的魅力
和发展前景，给跨国公司代表留下了深
刻印象。“中部地区对我们的吸引力越来
越大，这里有非常多的发展机遇。”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上海首席代表欧文表
示，中部地区有市场、政策等方面的优
势，希望能够加强与中部六省政府的合
作，促进企业在中部地区投资。英中贸
协中国区总裁鼎杰夫介绍，中部地区的
发展速度非常快，营商环境也非常好，
许多英国企业对投资中部都有非常浓厚
的兴趣，希望能与江西等省份加强在制
造业、能源、生命科学、教育等领域合
作。在现场了解南昌工业互联网领域发
展规划和政策后，思爱普 （中国） 副总
裁尹锦明表示，将积极参与中部地区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进程，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与政府和企
业开展深层次合作。

共话新机遇，共商新合作，共谋新
发展，以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
览会举办为契机，中部地区正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集中展示中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