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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高新园区内企业有序复产、重点项目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田间地头春耕生产一
派忙碌……眼下，云南昆明市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争分夺秒扎实推
动复工复产。

日前，昆明市发布该市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结果：2019年昆明地区生产总值为
6475.88亿元，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
名第12位，位次较2018年的第17位跃进
5位，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3位。

据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
算对比，昆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由2009年
的0.273提高至2018年的0.331，在全国
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由2009年第18位提
升至2018年的第11位，前进7位。近年
来，昆明市经济规模赶超跨越，经济质量
争先进位，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1月 14日，云南五龙汽车有限公司
247台新能源客车下线。从中标到生产下
线，五龙汽车只用了45天就完成了200辆
氢燃料汽车和47辆纯电动汽车、总销售额
为4.26亿元的订单。

昆明市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
广应用重大机遇，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
展环境，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北汽
新能源昆明公司上报的3个车型具备了量
产能力；江铃新能源汽车总装工厂建成投
产，下线新能源乘用车1178辆，云南轿车
制造实现“零”的突破。目前，昆明已初
步形成以杨林经开区为核心，昆明经开
区、海口工业园区、安宁工业园区为辐射
发展点的“一核三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格局。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在昆明呈贡信息

产业园云上小镇，云南零壹智能控制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针对社区防控平
台，可以将社区每日人员进出情况、体温
测量等数据输入后自动汇总分析，并提供
给对应上级部门，实时掌握辖区人员
情况。

作为云南省唯一以大数据、云计算信
息产业为特色的呈贡信息产业园，经过7
年发展培育了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汇聚
了浪潮、华为、微软等知名企业入驻。

“今年我们将深入实施‘数字昆明’建
设，加快中关村电子城、紫光芯云产业
园、云上云信息中心、中国移动（云南）
数据中心、大数据产业园、5G产业园等项
目，打造信息产业集群基地，新增产值
100亿元以上。”昆明市发改委主任郭志宏
表示。

近年来，昆明市坚持“两型三化”发
展方向，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重点
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围绕八大
产业和全市188重点产业发展，积极构建
以新兴产业为先导、传统产业为支柱、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
新体系，全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由2015年的4.3:35.1:
60.6调整为2019年的4.2:32.1:63.7，服务
业主导作用持续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71.3%，拉动 GDP 增长 4.6 个百分
点。”昆明市统计局局长吴波说。

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滇池畔的七彩云南

古滇名城养老活力小镇，开园两年多来已
经吸引了全国各地老年人入住养老。小镇
医养结合的医院、超市、老年大学、健康
服务中心、养老公寓等服务和设施，均根
据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量身定制”，为老年
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健康养老，只是昆明打造“中国健康
之城”中的一环。良好的气候和生态环
境，多样性的生物资源赋予了昆明发展大
健康产业独一无二的优势。

1月7日，昆明市印发《昆明市大健康
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0年)》，明确发
展医疗服务、健康产品、健康管理、健康
养老、健身休闲、健康旅游、智慧健康7
大重点领域，实施8大工程，计划到2025
年，大健康产业增加值达1840亿元，收入
达4600亿元，将大健康产业培育成为昆明
市重要支柱产业。

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昆明市重
点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3月13日，中老昆（明）万（象）铁
路首条万米长隧万和隧道顺利贯通，标志
着中老国际大通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目前已全线复
工，每天有2.2万名建设者推进建设，特
大桥和隧道已建设完成了八成以上。”中国
铁路昆明局集团滇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
挥长曾祥记说，中老昆万铁路建成通车
后，昆明市至景洪市仅需3小时，至老挝
万象有望实现朝发夕至。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
在开放。”作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

2016年昆明市提出“加快建设立足西南、
面向全国、辐射南亚及东南亚的区域性国
际中心城市”奋斗目标，着力打造区域性
国际综合枢纽。

为实现目标，昆明市先后制定出台了
《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
（2017—2030）》《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
中心城市促进条例》《关于建立促进区域性
国际中心城市建设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
《昆明市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2019年度行
动计划》等系列文件。

昆明加快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面
向全国和区域的综合枢纽格局已初步显
现。2019年底，昆明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2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公
里，“环线+射线”的骨干公路网形成，实
现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
路；长水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348条、
至南亚及东南亚航线总数达65条；沪昆高
铁、云桂铁路、昆玉高铁建成通车，昆明
进入高铁时代，泛亚铁路昆明段建成，昆
蓉欧等货运班列稳定开行，形成了“八出
省、五出境”铁路大通道。

2019年8月30日，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挂牌设立。截至2019
年底，昆明片区新增注册企业4343户，其
中，内资企业4325户、注册资本261亿
元，外资企业 18 户、注册资本 1.02 亿
美元。

聚焦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交流中心建
设，昆明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构
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2019 年，
昆明市进出口总额达到 892亿元、增长
6.4%。

云南省昆明市基于大生

态、依托大数据，重点发展

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

积极构建以新兴产业为先

导、传统产业为支柱、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

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

聚焦国际经济贸易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

务中心和人文交流中心建

设，昆明全力打造对外开放

新高地，构建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格局。

精准施策 有序推进

昆明经济发展量质双升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在昆明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宜良基地内，基地主任李全正在育苗大棚里查看幼苗。昆明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宜良基地科研及
相关工作人员有序开展育种、种质资源保存等工作，助力昆明高原特色蔬菜产业发展。 陈欣波摄（新华社发）

近日，深圳市地铁集团与中国铁设、
铁四院等单位就5条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
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合同举行签约
仪式，启动深汕高铁、穗莞深城际铁路前
海至皇岗口岸段、深惠城际铁路、深大城
际铁路、龙大城际铁路龙岗至大鹏支线5
个城际铁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此举标
志着深圳市主导建设的5条城际线路设计
工作全面启动，深圳即将进入城际铁路全
面建设时代，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有了新
进展。

据了解，5条城际铁路总长约410公
里，投资约2018亿元。其中，深汕高铁从
深圳西丽站经清水河到坪山、惠州南站、深
汕合作区深汕站，全长128公里，将衔接广
汕铁路等多条高速铁路，构建一条时速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通道，助力深圳“飞地”深
汕特别合作区高速发展。

穗莞深城际铁路前海至皇岗口岸段从
前海发出，经深圳湾超级总部，终至皇岗口
岸，将在穗莞深城际延伸至前海的基础上，
进一步延伸至深圳福田中心区，支持前海
自贸片区、东莞滨海新城等重点发展片区
的快速建设。

深惠城际铁路从深圳前海到惠州南，

在五和站与深大城际互联互通，在惠州沥
林北站与已运营的莞惠城际互联互通，总
长度130公里，设计时速是160公里和200
公里，将进一步加强惠州市中心区与深圳
龙岗中心区、龙华中心区、南山中心区、前
海自贸片区间的快速联系，弥补现有轨道
交通联系的空白。

深大城际铁路从深圳机场的T4航站
楼到惠州大亚湾，全长86公里，投资526亿
元，主要经过龙华、石岩、龙岗、坪山、大亚
湾，将加强深圳坪山区、龙岗区、龙华区等
与深圳机场的快速联系，并带动周边片区
城市发展。

龙大城际铁路深圳龙岗至大鹏支线，
全长42公里，从龙岗龙城经过坪山到大鹏
新区新大站，通过与深惠城际、深大城际的
衔接，实现深圳大鹏新区与深圳市中心城
区、重大对外交通设施间的快速联系，改变
大鹏新区无城市轨道覆盖的现状，并缓解
大鹏新区节假日客流的交通压力。

作为深圳首条城际铁路，穗莞深城际
铁路新塘至深圳机场段2019年9月份已开
通，深圳机场至前海段工程已列入广东省
级重点推进项目。目前，穗莞深城际机场
至前海段已开展设计，将设宝安、西乡和前

海3座站，计划6月30日开工建设，其他铁
路项目年底也将陆续开工，为深圳增强大
湾区核心引擎功能贡献力量。

城际铁路作为城市对外联系的重要通
道，对于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和深莞惠都
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
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
要影响。据悉，深圳总规划的城际铁路总
长度达1036公里，包括5条高铁、12条
城际铁路。2020年是大湾区和深圳建设
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的关键之年。今年
深圳在建城市轨道里程将达343公里，计
划开通三期7条地铁线段107公里，四期
工程149公里线路将全部进入主体攻坚，
四期规划调整线路76公里将开工建设，
推动深圳轨道交通建设规模和里程再创
新高。

深圳地铁今年还将重点推动大湾区轨
道交通线网优化、推进深莞惠都市圈轨道
交通一体化建设、加快国家综合铁路和城
际线路建设、推进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研
究等。同时，以城市发展为导向，以打造站
城一体标杆为目标，规划新建西丽、机场东
综合交通枢纽，推进深圳站、光明城站、坪
山站改造提升，推进前海枢纽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速
5条城际线路设计工作全面启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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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规模和资金储备
量有限，受疫情影响更大。浙江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中小微企业
众多，如何助力他们渡过难关、轻
装前行？连日来，浙江打出了一
套金融政策“组合拳”，通过提供
专项信贷额度、无还本续贷、减免
利息等各类扶持举措，为中小微
企业注入“源头活水”。

“无还本续贷，真是帮了大
忙。”浙江一家科创型小微企业负
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外地员工
之前无法返岗，原材料供应商不
能及时复工，导致订单延期交付，
企业在华夏银行的70万元流贷
难以按期还款。华夏银行杭州分
行获此信息后，特事特办，迅速开
启线上办公模式，顺利为企业办
理无还本续贷，解决了企业资金
难题。

“无还本续贷”，即不需要归
还上一笔贷款的本金，即可依照
原额续贷。针对疫情影响，浙江
大力推动银行机构通过“无还本
续贷”方式，对中小微企业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据统计，浙江“无还
本续贷”余额已超2000亿元，帮
助 20 多万家企业减负担、渡
难关。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财政金融政策应协同发力。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盛益
军介绍，浙江引导金融机构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目前已安排超
过71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保障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此外，按
照今年“信贷总量只增不降、贷款增速高于全省生产总值增速”
的要求，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
时出现还款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浙江落实分期还款、增加授信等
信贷纾困措施。

“一天内就收到1000万元贷款，资金问题迎刃而解。”绍兴
市创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微型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产
品专门用于呼吸道病毒检测，正是这次抗击疫情的“对症”刚需
品。复工复产以来，公司一直处于超负荷生产状态，更新购置设
备、采购原材料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了解到企业信贷需求后，浙
江省农信联社辖内上虞农商银行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为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提供资金支持。

浙江省农信联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
出现经营困难且有发展前景的普惠型小微企业，省农信联社通
过合理增加授信、发放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给予优先支持，
并减免1个月至3个月利息，确保总体让利金额不少于5亿元，
为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降本减负。对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等受疫情影响较重行业的中小企业，视情况给予利率
优惠，为企业纾困解难。

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既要精细，也要规范。记者了解
到，目前浙江银保监局已指导银行业协会牵头发布了复工惠企
政策清单，形成12项行业共性政策和129家银行保险机构的
700项差异化政策。下一步，浙江将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技
术优势，建设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工商、税务等相关数据向
金融机构开放，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中小微企业，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外滩国际电竞文化中心”落
户、推出“首家24小时营业核心商业体”……近日，在上海黄浦
区优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上喜讯连连。上海黄浦区委书
记杲云表示，黄浦将有序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加大优化
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工作力度，抓发展、稳增长、强信心，努力跑
出发展“加速度”。

国家级特种机器人科创中心、诚通混改基金等一批项目集
中签约，总金额超300亿元。中国银行黄浦支行、农业银行黄浦
支行等分别同黄浦区内重点企业签订授信或放贷意向协议，加
大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支持力度。《黄浦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促
进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同期下发。

杲云表示，黄浦区将全力为企业破除投资、融资、贸易、技术
创新、市场拓展、人才引进等环节的障碍和壁垒，提供更贴心周
到的属地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有求速应”“有求善应”，让企业
感受到服务触手可及、贴心。

上海黄浦集中签约超300亿元

根据江苏比优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为：光大苏州分行
【2020】债转001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江
苏比优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请债务人和担保人及时向江苏比
优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原债
权人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分行

合计

债务
人

刚 泰
集 团
有 限
公司

《综 合
授 信
协 议》
(编号：
苏 光
金 授
20180
18 号)
项下

借款合同
编号

《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
编号：苏光
金 贷
2018031

《电子银行
承 兑 汇 票
承兑协议》
编号：苏光
金 承
2018087

《电子银行
承 兑 汇 票
承兑协议》
编号：苏光
金 承
2018079

合同金额
（人民币）

5000
万元

6000
万元

15000
万元

担保人

上 海 刚
泰 投 资
咨 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刚
泰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自 然 人
徐建刚

担保合同编号

7 份《最 高 额
质押合同》（编
号：苏光金质
T （2018）
007～013号；

《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
苏 光 金 保 T

（2018） 034
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苏光
金保T（2018）
035号）

债权共计291,000,498.65元

债权金额
（人民币）

本 金 余 额 合 计 ：
249,994,166.67
元
利息合计：
37,588,431.98 元

（计算至2020年3
月5日）
律师费：
2,667,900.00元
诉讼费：
750,000.00元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020年4月1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