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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新闻办 9 月 4 日举行的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新闻发
布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表示，新中
国成立70年来，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王建军举例说，2018年青海省生产
总值比1949年增长335倍，地方财政预
算收入比1951年增长6821倍。森林覆
盖率从不到1%提高到7.26%，蓝绿空间
占 比 超 70% 。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分 别 比
1978年增长158倍和91倍，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 96.9%，人均预期寿命 72.05 岁。
以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立体交
通网络基本形成，与国内其他省份和世
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

青海有“大”的价值和“美”的颜值。
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和国家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
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
生态”。“青海每年向下游输送 600 多亿
立方米的源头活水，气候调节和物种保
有等功能性价值不可估量。”王建军说，
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储备地，
青海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巨大，
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200万千瓦，保持

着连续15天360小时100%清洁能源供
电的世界纪录。

青海作为三江源、祁连山的所在
地，担负着我国第一个、全国首批 10 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两个试点任
务。“青海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地 217 处，
90%的国土是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湿地
面积居全国首位。”王建军说，青海现有
林地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5.3%，可利
用天然草场 5 亿多亩。党的十八大以
来，来青海旅游的人数年均增长17.7%，
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4.7%。青海将按
照“三步走”目标，开创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更加美好
的明天。

第一步，到 2020 年，完成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任务，构建起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基本框
架，建成全国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典
范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区、高原

大自然保护展示区、优秀生态文化传
承区。

第二步，到 2022 年，保护和管理体
制机制不断健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
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第三步，到 2025 年，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更加健全，统一
的分级管理体制更加完善，保护管理效
能明显提高，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
界自然保护地典范。

青海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地位特
殊、省情特殊，属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任务非常重。对此，青海省省长刘
宁表示，青海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方面下
了不少功夫。精准扶贫，首先是精准识
别。青海近年把目标集中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上，识别了52万贫困人口。

刘宁说，在劳务输出方面集中打造
“拉面经济”，将青绣中藏绣、盘绣、堆绣

等手工刺绣作为劳务输出、产业发展方
面的代表；在生态扶贫方面设置草原、湿
地、林业生态公益的管护岗位；在易地搬
迁扶贫方面，将“十三五”期间计划的搬
迁人口全部搬迁完成。

通过不懈努力，目前青海有 60%的
贫困县已“摘帽”，90%的贫困村已退出，
还有85%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今年最
大目标就是绝对贫困人口清零，为此制
定了清零的行动计划。”刘宁说，青海专
门对“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进行
支持，同时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和脱
贫攻坚的衔接政策，相应解决一些相对
贫困人口的困难。

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提出，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
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快国有
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中央重托，辽宁责无旁贷。百舸争
流，奋楫者先。近年来，辽宁作为老工业
基地，不断焕发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
机，产业转型与发展思路创新也推动经
济社会各领域逐步迈上新台阶。

寻求“从有到优”的
转型升级

“辽宁在东北对外开放中，要争打头
阵，当先锋，做领头羊。”辽宁省商务厅厅
长宋彦麟说出了辽宁的心声。

今年以来，辽宁经济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上半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5.8% ，较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0.2 个 百
分点。

辽宁经济曾经遇到比较大的下行压
力，从2011年起，经济增速下行，连跌6
年。如今，辽宁经济已经走出最困难时
期，继2017年实现筑底企稳、2018年稳
中向好后日益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向
好态势。成绩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
业的改革创新。

“要实现中国高端装备从‘有没有’
到‘好不好’的跃进。”沈阳鼓风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继双表示：“几代沈
鼓人专注主业，心无旁骛。多年来我们
从来没有动摇过。为高质量发展打牢了
强大根基。”

始建于1934年的沈鼓集团，几十年
来，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被老外

“卡脖子”的重大装备领域。近年来，沈
鼓集团相继在为建设国家核电项目配套
的第三代核主泵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
破，使我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拥有了“中
国芯”。

提起辽宁经济，不能不提到它的
“重”。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有
着“共和国工业长子”“共和国装备部”
的美誉。“一五”时期的辽宁，就曾为国
家建设提供大量物资和装备。国家
156 项重点工程有 24 项落户于此，全国
17%的原煤、27%的发电、60%的钢产
自辽宁，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
一枚导弹、第一艘万吨轮船、第一台机
床在这里诞生。如今，这些都已成为过
去，辽宁在新时代又承载着新的使命与
担当。

在大连光洋科技集团的车间里，董
事长于德海向经济日报记者展示了一
款激光尺传感器，分辨率达纳米级，精
度是头发丝直径的 1/140，响应时间 50
纳秒。“这种传感器 5 年前还需进口，单
个售价 70 万元，而原料成本只有 2.8 万
元。”于德海表示，光洋实现自主知识
产权的传感器产品生产后，售价只需
12 万元。这款激光尺电路板的核心芯
片都是企业自己设计的。目前，整个公
司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自我配套率可
达 85%。

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不懈的进取
创新精神，辽宁正让“中国制造”迈向更
高端，寻求“从有到优”的转型升级。

在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飞
场，仅仅通过几分钟培训，一名新手就可
以通过VR眼镜操控最新型的矢量多旋
翼飞行器。沈阳无距由中科院的几位科
研人员创建，近 200 人的团队六成是硕
士、博士，自主研发出国际领先、国内首
款串列翼倾转旋翼无人机。公司创始人
苏文博说，让无人机新科技帮助更多年
轻人回乡创业，这是他的梦想，也是整个
团队的奋斗方向。

以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

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24
台来自沈阳新松的移动机器人曾惊艳世
界。秉承着“只引领不追随，只创造不仿
造”的发展理念，沈阳新松已成为中国机
器人产业头雁，创造了百余项行业第
一。作为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地，沈阳
新松已经实现了智能制造领域全行业覆
盖，产品累计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全球 3000 余家企业提供产业升级
服务。

在沈阳，还有不少类似的高新企业，
创新驱动推动辽宁稳步走出转型升级之
路。2018年，辽宁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超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700家；新
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70%，工业机器人增
长18%。

绿化率高达 30%以上，人在花园
走，鱼在水中游……很难想象一派盎然
生机的景象出现在一座石油炼化园
区。“高质量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语气坚
决。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采
用嵌入式污水一体化处理技术，中水回
用率超过80%。

恒力石化曾获得国际水协“改变行
业的技术革新奖”。厂区内的加热炉采
用世界先进的凯乐特低氮燃烧器及应
用脱硫脱硝设施，达到天然气燃放标
准；首创低温余热联合、集成预热、发
电、制冷、海水淡化等综合利用新途径，
每年可节约标煤 120 万吨，节约淡水
4000万吨。

“创新成为沈鼓增长的新动能，今后
高端装备市场的竞争，要靠更高的技术
指标和更好的服务品质。”戴继双说。近
几年，沈鼓集团涌现出一批国产重大技
术装备。“国内百万吨级‘乙烯三机’（裂
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
一直未实现国产化生产，全靠进口，价格
高达3亿多元。自从沈鼓集团研发制造
成功后，这类产品在国内的价格很快降
到2亿元左右。”

以优质营商环境为
发展增活力

曾几何时，“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
话犹如石头一样压在辽宁人身上，今天
的辽宁能否成为投资热土？“营商环境
既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对辽宁具有特殊意义。”辽宁省
省长唐一军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时表示，辽宁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加
快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之
举 ，有 信 心 让 黑 土 地 再 次 成 为 投 资

热土。
“拿张身份证来办理，两个小时就拿

到了营业执照！”8 月 27 日，在辽宁沈抚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做门窗生意的余世
德举着手中的营业执照高兴地对记者
说。“放管服”改革不断为推动辽宁高质
量发展增活力、添动力。省级行政职权
由2015年的4283项减少至目前的1594
项，压减率为 62.8%。开展“办事难”专
项整治，一般性经营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到3.5个工作日以内，沈抚改革创新示范
区仅需4小时即可办结。

在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综合服务大
厅，没有叫号声，办事窗口前的小电子屏
上滚动着字幕：只说“YES”不说“NO”，

“大厅采用单一窗口模式，所有窗口都一
样，不分部门，不分事项，这么做，企业办
事一站即可解决。”片区综合服务大厅负
责人赵英虎说，大连片区在持续努力对
标上海。

“通过这几年努力，辽宁营商环境更
加优质，干部作风更加务实，对外开放更
加精准。”辽宁省商务厅厅长宋彦麟介
绍，辽宁实行“项目管家”制度，为投资者
提供“店小二”一般的贴心周到服务。

“公司创办3年多，我对辽宁营商环
境很有信心。”苏文博希望无距科技成为
引导人才回流的平台，这几年，公司内部
海外及北上广深回流人才52人，本地重
点人才105人。

从立法着手，辽宁颁布实施了全国
省级层面第一部营商环境法规，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省级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今年，不断完善制度框架，修订《辽宁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辽宁省推进

“最多跑一次”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
机构办事，100 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
一次，为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奠定坚
实基础。还组建省政务服务中心，开通
了 8890（谐音“拨拨就灵”）综合服务平
台，推进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

“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
将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有的放矢、解决
问题，全力打造发展环境最优省。”唐一
军说，这也是辽宁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底气。

辽 宁 的 底 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涵 苏大鹏 乔金亮 徐晓燕

青海：护好生态屏障 深挖生态潜力
本报记者 祝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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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自2013年第一届中阿博览会举办以来，前来参会参

展的国内外代表团和工商界代表的数量和热情一届高于一
届。目前，已确定89个国家、102个展团、2322家商协
会和企业参会参展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嘉宾将超过8000
名；其中，将参会的1300多位工商界代表和683位大中
企业代表数量是上届的3倍。徐晓平说：“近年来，宁夏
越来越被外界认知，中阿博览会越来越被关注。”

辛勤耕耘，宁夏的努力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肯定。
2013 年，经国家批准，中阿经贸论坛正式更名为“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同年9月，国家批准建立宁夏
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宁夏回族
自治区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杨文辉认为，这标志着国家
赋予宁夏以更高的历史使命，即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向东看”的平台和中国“向西看”的重要门户。
肩负国家使命，宁夏加倍努力。2013年以来，宁夏

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1581.8亿元，年均增长4.9%；出口
商品达到 1000 余种，出口 500 万美元以上的商品有 32
种，出口到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中东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占比为36%。近5年来，宁夏累计利用外资超过
12亿美元，是过去几十年利用外资总额的50%；在全球
五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办企业达103家，累计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35.3亿元。

借助中阿博览会这一平台，我国向西开放步伐明显加
快。在第三届中阿博览会上，科技部、中国贸促会先后与
埃及、苏丹、约旦、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签订11个合作
协议和备忘录；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黑龙江
等10个省份分别与阿曼、埃及、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签
订了22个合作项目，投资额达93.8亿元。

中阿博览会不断推动中阿国际产能合作向前发展。中
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已被
列入国家发改委20个产能合作示范区、商务部16个重点
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总投资61亿美元的广州泛
亚聚酯PTA项目已正式在中沙产业园落地；2017年奠基
启动的中阿 （杜库姆） 产业园已有10家企业签订入园协
议，意向投资额超过30亿美元。

“华为首次前来布展，中广投、国电投、华润集团等
一批国内500强企业组团来投资谈项目……”说起本届博
览会的亮点，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副局长刘婕兴奋
不已。

——开放平台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各项对接活动承
办单位加强了与国家有关部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对接洽谈，已征集政府间合作协议、融资协议、投资协
议、合作备忘录等各类合作成果 745 项，涵盖贸易、投
资、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

——合作成果范围进一步拓展。从往届主要签订自治
区层面的合作项目拓展到国家层面和各省区市层面签订的
各类重大合作项目。目前，征集拟签约的贸易类合作项目
39个，贸易金额91.25亿元；征集国内各省区市与阿拉伯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拟签约项目10个，拟投资总额
239.35亿元。

——大项目牵引作用进一步凸显。除国内知名企业项
目将密集落地，宁夏宁东能源基地和五地市将落地的项目
高达 103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数量占比达到 76%，10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24个。

新时期、新阶段、新使命。从政府到企业，从国内到
国外，对这一国家级展会的期望越来越高。“如何做到聚
焦经贸、务实办会？”刘婕说，宁夏除了创新别无选择。

顶层设计，全方位创新。从“以会带展”向“以展带
会、强展精会”转变。一体化设计展览展示和投资贸易促
进活动，强化了展览展示，论坛活动削减一半，洽谈对接
场次增加两倍，更注重合作洽谈成果落地。比如投资与产
能合作大会，配套对接的是跨国公司宁夏行投资合作恳谈
会、海外投资风险与信用管理分会、境外经贸合作投资推
介洽谈会。

办会机制进一步完善。本届中阿博览会更加注重“中
阿共办、部区联办、民间协办”，机制上运行力求有所突
破，即增设阿盟秘书处和阿拉伯农工商总联盟两个机构，
国家部委将与其共同举办11项活动，进一步凸显中阿博
览会国家级、国际化的特点和定位。

打造永不落幕中阿博览会。无论是人脸识别的安监系
统、360度全景看展馆的VR眼镜，还是5G看展会、线上线
下“网上展馆”，此届中阿博览会的展馆与会场每一个角落
无不充斥着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时尚设计理念。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咸辉说：“站在新起点，谋
划新篇章。随着世界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我国全面开
放新格局的稳步推进，中阿博览会将始终紧扣‘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理念，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始终聚焦经贸合作重点领域，秉承国家使命，倾尽宁
夏所能，走在实处，当好支点，为推进中阿‘1+2+3’合
作格局提供新动能。”

肩负国家使命 倾尽宁夏所能

根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支行与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支行已将对下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金、利息债权，以及该等资
产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利益）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支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支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二O一九年九月五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支行联系人：郑先生 电
话：022－58676357，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
大道55号-1-10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联
系人：黄先生 电话：0771-5842190，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民族大道38-3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暂计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接主体及/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
的担保范围以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务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4.本公告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19年6月18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支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权银行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支
行

借款人

玉 柴 重 工
（天津）有限
公司

合计：

借款文书合同号

180410471416-0
180410471378-0
180410471319-0

担保人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玉柴重工（天津）有限公
司、玉柴重工（常州）有限
公司、玉柴桩工（常州）有
限公司、天津银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
（2014-001号）、
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

（2014-001号）、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2014-001号）

债权本金余额

72,399,775.08

72,399,775.08

利息余额

1,247,013.39

1,247,013.39

债权余额合计

73,646,788.47

73,646,788.47

附：转让清单 金额单位：元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已将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金、利息债权，以
及该等资产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利益）依法转让给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
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
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二O一九年九月五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联系人：潘先生 电
话：0771－2501309，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
族大道136-2号华润大厦B座15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
司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0771-5842190，地址：广西南宁市
青秀区民族大道38-3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暂计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接主体及/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
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务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4.本公告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19年6月18日。

序号

1

债权银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

借款人

广西玉柴重工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文书合同号

NN2310120170002

担保人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玉柴重工（天津）有限公
司、玉柴重工（常州）有限
公司、玉柴桩工（常州）有
限公司、天津银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

（2014-001号）、
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

（2014-001号）、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2014-001号）

债权本金余额

11,087,327.00

11,087,327.00

利息余额

344,958.46

344,958.46

债权余额合计

11,432,285.46

11,432,285.46

附：转让清单 金额单位：元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