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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的一个投资逾10亿元的产城融
合项目开工建设。据介绍，该项目紧紧围
绕科创、产业、商业、医疗、教育、生态、宜
居等七大板块，打造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
综合性产业城。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是珠江—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粤桂
两省区合作共建，规划总面积140平方公
里，粤桂双方各70平方公里，是探索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行示范平台。目前，
已有414家企业在试验区注册。

广西在打造“南向、北联、东融、西合”
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积极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过程中，把“东融”作为重要战略开
放合作方向。今年6月份，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全面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实施方案（2019—2021年）》，在交
通互联、产业转移、平台引领等 8 个关键
领域全面对接大湾区建设。

构建对接大湾区交通网

摊开梧州交通地图，长洲船闸扩建工
程、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梧州段、梧州西
江机场等一批粤桂互联互通大通道项目
正快速建设；广州南沙港至梧州港货运

“穿梭巴士”高效运营；梧州至广州、佛山、
肇庆、云浮等市实现高铁“公交化”。

近年来，广西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便利两广互联互通，加速构建对接
大湾区的立体交通网。

贺州市地处桂粤湘三省区接合部，区
位交通优势明显。2014 年底，贵广高铁
开通后，贺州到广州仅需 1.5 个小时，极
大地缩短了贺州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距
离。高铁满足百姓出行需求、产业转移需
求、城市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需求的功能
日益明显。

近年来，贺州市全力推进综合交通网
络建设，“六高四铁两江一机场”的综合交
通大格局初步显现。除了贵广高铁之外，
贺州至广州的高速公路也已经全线贯
通。同时，广贺高速联通桂梧高速、永贺
高速，通过贺州形成了向西和向北的重要
节点。此外，贺州市不断加快贺江扩能工
程和桂江扩能工程前期工作，开工建设马

江作业区，目前正在加快四个泊位建设，
构建绿色水运大通道，融入珠江—西江经
济带。

2018年11月27日，浦北至北流高速
公路项目在玉林开工，该项目作为连接两
广的重要通道，对促进粤桂合作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玉林至广东省湛
江（广西段）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在加速
推进。

在水运方面，西江干线南宁至梧州段
全面升级为 2000 吨级航道，西江水道船
闸单向通过能力达到 1.61 亿吨，广州港
开通160多条水上驳船支线覆盖梧州、贵
港等港口。

今年6月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加快珠江—西江经
济带（广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19—2021年）》，构建便捷高效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被排在《行动计划》重
点任务的首位，涉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及国省道等一批新项目。

为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通
交通梗阻，推动互联互通便利化，广西全
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提出，加大

“东融”铁路规划建设力度，积极融入大湾
区2小时通勤圈。同时，加大“东融”公路
建设力度，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加快
建设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主动融
入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把北部湾港打造
成为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推进航空互
联互通建设；加快对接大湾区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打造承接国内、沟通东盟的北部
湾区域性国际航空中心，加快建设南宁国
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加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与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互衔接，支持在南
宁建设第四个国际互联网出口点和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在产业转移方面，广西在积极拥抱大
湾区“溢出效应”红利的同时，打破被动承
接产业转移的固有思维，主动融入大
湾区。

梧州市依托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国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等

国家级发展平台，以及与广东省广州、佛
山、肇庆、云浮、茂名 5 市的战略合作机
制，积极承接东部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以来，广东省落户
梧州市辖区内企业达到 678 家，总投资
1138.95 亿元，广东省在梧州投资到位资
金在粤港澳地区中持续超过 90%。再生
资源产业、不锈钢制品产业、陶瓷建材产
业均为近年来承接的粤港澳地区整体转
移产业，目前已成为梧州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产业。其中，梧州市陶瓷产业园区
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不锈钢制品产业成为南方地区最大的冷
轧钢带生产基地。

玉林市聚焦四大千亿元产业，积极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全市坚持“强
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布局，找准工业
发展亮点，主动对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
展优势，培植“工业树”，打造“产业林”。
近两年来，玉林市承接东部工业产业转移
项目 130 多个，总投资 350 多亿元，这批
项目建成后形成600多亿元产值，占全市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以上。

同样地处“东融”前沿的贺州市迎来
了大湾区企业布局热潮。贺州市市长林
冠介绍，去年以来贺州边实践边探索，编
制创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工作方案、
发展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通过成
立驻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联络处、设立新经
济新业态发展基金和创新招商模式，引进
了 70 多个新经济新业态项目，先后与一
批大湾区高校签订了市校合作协议，走出
了一条跨区域发展的合作之路。

广西将全产业链承接大湾区日用化
工、日用不锈钢制品、五金水暖、纺织服装
等消费品加工业和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无人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全区打
造 15 个至 20 个全产业链园区。加大商
贸物流集聚区发展，至2021年，重点建设
27 个现代物流集聚区、25 个新型特色专
业市场、10 个金融商务集聚区、9 个综合
性服务集聚区。

合作平台建设方兴未艾

作为粤桂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以

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推进制度改革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新签
约项目15个，合同投资额26.7亿元，竣工
项目5个、在建项目17个。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管委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国光梧州产业基地、岭南
食品工业小镇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加快推
进，超耐高温柔性新材料项目具备投产条
件，宇球科技、兴扬智能、丰冠新能源等项
目实现稳产，作为主导产业的电子信息、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链条进一步
完善。

地处贺州市的广西东融产业园是国
家级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桥头堡，
是广西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珠江—西江
经济带和贵广高铁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截至目前，已有120多家企业进
驻园区。其中，60%以上企业来自粤港澳
大湾区。

在平台引领方面，广西将加大平台
引领对接，促进粤桂黔高铁经济带试验
区成为对接大湾区的重要平台。进一步
贯彻落实贵广、南广高铁经济带发展规
划，落实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建设有关重
点工作。

桂林高铁经济产业园是粤桂黔高铁
经济带沿线城市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主
战场、新高地和先行区，也是桂林工业产
业发展“三足鼎立”新的一极，将大力推动
园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商贸物流等产业加快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发展。今年 4 月 29 日，粤桂黔高铁经济
带合作试验区（桂林）广西园在广西灵川
县举行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当天，共有
11 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 150
亿元。

7 月 2 日，两广推进珠江—西江经济
带发展规划实施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暨
粤桂联动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会
议在梧州召开。广西表示，将以推进实施

《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粤桂联动加快
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为重要抓手，坚持新发
展理念，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快“东
融”步伐，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做
实珠江—西江经济带，为实现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西开放合作向“东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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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的枣林染红了黄土高原的
沟沟峁峁，在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木头峪镇
王宁山村，村民高爱晴正忙着给枣树疏
果，“过去种 12 亩坡地玉米，每年纯利润
只有 3000 多元。现在，种红枣一年保守
收入 20000 元。而且，枣树管护简单省
力，盛果期长达50年”。

榆林市黄河沿岸的白于山区是全国
五大集中连片红枣产区之一。两年前，榆
林大力推广枣树降高塑形综合管理丰产
技术，使红枣亩产倍增。同时，当地积极
推进红枣产业深加工，相继与西北大学等
7所高校建立了开发协作关系，推动红枣
提糖、酵素、功能饮品、膳食纤维食品等红
枣药食同源产品生产。

“枣树树干高大，侧根发达，在植被稀
疏的黄土高原，既能起到防风固沙、保护
水土的作用，又可实现持续增收。”佳县县
委书记刘生胜介绍说，县里已将红枣列为

扶贫产业之一，对低产枣园改造每亩补助
800元。目前，全县发展红枣专业合作社
143个，红枣种植面积达 82万亩，产值近
10 亿元；培育出红枣原浆酒、红枣酱、枣
片、紫晶枣等系列产品。

王宁山村是佳县有机红枣的重要生
产基地之一。经过三年技术改造，村里建
成 4500 亩有机红枣园，年产有机红枣
500 万斤，产值 1000 万元。走进高爱晴
家的酿酒坊，沁人心脾的枣香扑鼻而来。

“用枣酿酒，每公斤红枣的价值能从 2 元
增值到 30 元，今年枣酒已经卖了两万多
元。”高爱晴告诉记者。

种植热情带动深加工快速壮大。在
榆林市清涧县折家坪镇，占地 180 多
亩、总投资 3.4 亿元的红枣深加工项目
——清涧北国枣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紧
张建设中。目前，办公楼、综合服务
楼、冷库、红枣干制车间已经进入装修

及设备安装阶段。
清涧北国枣业总经理李兵介绍说，企

业引进了3条自动化生产线，主要开发复
方红枣浓缩汁饮品、红枣发酵饮品、休闲
食品等终端消费产品，今年 10 月份投产
后年加工红枣能力可以达到2万吨，同时
解决当地200多人就业。

红枣优，还要卖得好。在榆林清涧
县，为加快电商服务建设，全县建成镇级
服务中心 13个、村级服务网点 79个。目
前，清涧红枣畅销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

红枣如今已跻身当地县域经济的主
导产业。目前，榆林有 6 个县种植红
枣，形成了一条南北长 347.5 公里、东
西宽约 10 公里的红枣林带。2018 年，
全市红枣种植面积 170 万亩，红枣产量
达41.07万吨，产值23.83亿元，市级以
上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24家，形成 6大类
60多种红枣产品，占全市林业总产值近

三分之一，佳县、吴堡、清涧三县境内
50%以上林木都是枣树，走出了一条

“经济发展生态化、生态经济高级化”的
新路子。

红枣也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佳县泥河沟是西北红枣第一村，这里
有36亩古枣园，发展起了生态游。如今，
村里建起了生态博物馆、农业遗产培训交
流中心、农业文化遗产示范区，形成了红
枣深加工、民宿、康养等产业。去年，村里
接待游客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
万元。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崔渊告诉
记者，“十三五”期间，榆林将依托百公里
红枣林带、黄河风情、黄土民俗风情等地
域特色资源，打造“一核一圈三带四区”旅
游发展新格局，力争到 2020 年全市实现
年接待游客达到 6000 万人次以上，带动
就业75万人。

榆 林 红 枣 别 样“ 红 ”
本报记者 张 毅

梧州港赤水圩作业区码头。 何 鎏摄

伴随着打桩声，21 个先
进制造业项目日前在上海金
山集中开工，总投资额达 46
亿元。这是该区继今年2月
21 日 13 个产业项目集中开
工后，时隔半年再次按下经
济发展“加速键”。截至目
前，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和在
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约
295亿元。

今年 1 月份至 7 月份，
上海金山区已完成工业性投
入 7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在工业投资的强劲推
动下，金山产业经济实现快
速发展：1 月份至 7 月份，全
区在地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1177 亿元，同比增长 1.5%；
属地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695
亿元，同比增长2.1%。

总投资 6 亿元、达产后
年新增销售收入 8 亿元、目
标建成国内最大OLED有机
材料研发生产基地……21
个产业项目中，奥来德（上
海）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光电材料研发生
产基地格外引人瞩目。作为
和辉光电的上游供应商，自
2015 年将研发基地上海升
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落子”
金山后，奥来德的发展驶入

“黄金航道”，2017年公司在
金山成功研发生产第六代
AMOLED（主动有机发光二
极管）蒸发源，一举打破国外
技术封锁，产品在国内市场
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8年
投产第一年产值就达 3 亿
元，创税4700多万元。

据悉，目前围绕在龙头企业和辉光电周围，上游已集
聚奥来德、精珅新材料等 OLED面板材料制造企业以及
光驰科技、升翕等OLED面板设备制造企业，下游拥有九
山电子、与德通讯等 OLED 面板应用企业……金山新型
显示产业生态圈已经悄然成型。

此次集中开工的21个产业项目，多数属于金山正着
力培育的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新
材料四大产业集群，招大引强选优的招商导向非常鲜
明。比如，新材料领域，上海邦中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4
亿元，在金山建设粘接树脂生产项目和功能性高分子研
发中心，亩均税收产出预计达 57万元；生命健康产业领
域，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开工，项目投资 5.6 亿元，达
纲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4亿元；在高端智能装备方面，
豪嘉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高端
制造企业，当天开工的智能执行器扩建项目总投资过亿
元……产业集群“攥起拳头”发力效果显著。

优质产业项目纷纷落地投产，离不开一群“金”牌店
小二在背后默默“助攻”。今年，金山区进一步树立“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拓展

“全程代办”服务。金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创设企业开办
“一窗通”服务专区，实现“一次取号、一窗办理”，企业开
办审批周期由 3 个工作日压缩到 4 个小时。同时，为产
业投资项目提供“定制化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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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工业和信息化
部日前批复同意贵州省建设贵阳·贵安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

据了解，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以园区为接入单
位、以企业为服务对象，是从产业园区直达国际通信出入
口局的专用链路。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外向型经
济加速发展，贵州一些典型的国际通信需求开始变得迫
切，潜在国际通信需求逐渐显现。2017年，贵阳·贵安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贵州跻身国家互联网
13 大顶层架构，为打造贵州·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
地奠定了基础。

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获批建设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是贵州省数字设施建设又一重大成
果，在贵阳、贵安新区的相关产业园区与国际通信出入口
局之间建立起一条直达专用数据链路，将减少数据流量
绕转和拥堵，提升贵州国际通信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对
满足企业发展实际需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贵州获批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桃花源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5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4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东洪路257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6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关于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