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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疾步稳开启新征程
李治国

在上海洋山港，集装箱昼夜流转，持续

传递出发展韧劲；在宁夏闽宁镇，曾经的建

档立卡贫困妇女们，如今自内而外散发着

自信与喜悦；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健儿激情

飞扬、奋勇争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

“天和”遨游星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号角更为响亮，步伐更为有力，无数

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

扬奋进的洪流。

在开启新一轮发展之际，我国科技创

新力度显著加强，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

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大力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充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抓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

在开启新一轮发展之际，要进一步以

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新活力。迈入新发展阶

段，我国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

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

碍，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

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培育新动能、构筑新优

势，营造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努力实现质

的稳步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相互促进。

在开启新一轮发展之际，必须进一步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对世界经济

艰难复苏的“激流险滩”，我们要勇于让开

放 的 大 门 越 开 越 大 ，与 世 界 共 享 市 场 机

遇。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持

续推进，成效显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

贸易港，不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举办进博会⋯⋯开

放已经成为我国的显著标识，开放的中国

将与世界携手，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开启新一轮发展之际，应赓续共同

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的理念。随着发

展步伐不断加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不断提高，这要求我们必须鼓足持续奋斗

的动力，满怀攻坚克难的劲头，在新发展格

局中加快提升发展能级和优势；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

理的实践中，畅通发展通道，形成人人参与

的良好发展环境。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要迎

难而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拿

出不一般的精神、不一般的干劲，解决新矛

盾、破解新问题，奋力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伟

大奇迹。

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制度创新培育合肥开放新优势
本报记者 白海星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奔跑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智慧洋山港未来更可期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驱 车 穿 过 蜿 蜒 30 多 公

里的东海大桥，记者来到上

海港洋山港区。春寒料峭，

但在洋山四期码头，一艘艘

国际货轮正在装卸货物，充

满繁忙的暖意。在岸边，只

见一排排红色桥吊、轨道吊

运转自如，自动导引车有序

穿行，把集装箱准确无误地

搭载到各处⋯⋯

“洋山四期是全球单体

规 模 最 大 的 自 动 化 码 头 。

2021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 4700 万标准箱，其中

洋 山 四 期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超

570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长

35.7%。”上港集团生产业务

部 副 总 经 理 杨 焱 滨 告 诉 记

者，今年 1 月，洋山四期集装

箱吞吐量超 60 万标准箱，同

比 增 长 19.8%，创 开 港 以 来

月度新高。

近两年，上海港在岸线

资源零增长情况下，屡破吞

吐量与生产效率纪录，成为

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一颗“定

心丸”。“这是整个上海港持

续升级硬件和软件，通过制

度、业务、技术创新，不断内

部挖潜的结果。”杨焱滨说。

在洋山四期 360 度中控

室，操控台上方有 6 块屏幕，

实时显示集装箱装卸作业各

个流程。上港集团洋山四期

信息技术部副经理顾志华表示，“我们在全

球港口中首次使用 F5G 技术超远程控制

港口大型设备作业，实现了百公里外操纵

岸桥‘无人驾驶’。疫情之下，此举既可以减

少人员接触，也大大提升了港口应急响应

能力和作业效率”。

借助 VR、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与新手

段，上港集团今年计划持续推进“智慧港口

生产智慧数字化平台”建设，实

现对码头生产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的实时动态管控。“上海港

拥有 300 多条国际航线，连接

度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在

高密度作业情况下，我们希望

提前统筹调配港口资源，进一

步释放吞吐能力，保障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畅通。”杨焱滨说。

记 者 发 现 ，港 口 运 行 的

“5G+L4 级智能重卡”也拥有

了“智能大脑”，具备了自动驾

驶载货运输能力。与普通大卡

车相比，智能重卡车上多了雷

达和摄像头，如同眼睛和耳朵，

能感知外部环境和障碍物，确

保车辆在自动驾驶中随机应

变。数据显示，洋山四期自动化

码头精准泊车入位仅需 70 秒，

优于熟练驾驶员；港区作业定

位精度高达±3 厘米级别。截

至去年底，“5G+L4 级智能重

卡”已经累计转运集装箱约 6.1

万个。

上海洋山港区布局智能化

的 同 时 ，也 在 向“ 更 绿 色 ”迈

进。最近，洋山港区的海面上，

一艘全球最大型 2 万立方米液

化 天 然 气（LNG）加 注 船 正 整

装待发。“它可以一边装卸集装

箱，一边补给燃料，大大节约了

国际班轮在港口周转时间。”上

海上港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龙平介绍，今年 3 月开启

LNG 加注业务后，上海港将成为全球第四

个拥有 LNG 加注服务能力的港口。

新的一年，上海港力争在去年 4703.3

万标准箱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突破。洋山港

区仍将成为箱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洋山

港区的“上海港东北亚空箱调运中心”将于

今 年 上 半 年 启 用 ，更 加 美 好 的 未 来 清 晰

可见。

以冰雪蓝为基调，配以舞动的白色

飘带，点缀若隐若现的雪花和运动元

素⋯⋯北京冬奥会期间，连通北京、延

庆、张家口3个赛区的京张高铁动车组车

身，换上“瑞雪迎春”的新装。从北京清河

站出发，到延庆赛区仅需26分钟，65分钟

即可到达位于张家口市的崇礼赛区。

近年来，乘着协同发展的东风，京津

冀三省市以交通一体化作为率先突破重

点领域，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一条条线路、一项项工程建设

从蓝图变为现实。“轨道上的京津冀”加

速奔跑，让三地发展脉搏同步跳动。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世界首条时速

350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

通车。“京张高铁运营后，乘动车组到崇

礼滑雪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选择，极

大促进张家口地区文化、旅游等产业的

发展。”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部高级工程师贾潞说。

除了京张高铁，京津冀的“高铁名

单”还有一长串：京津城际延长线、京

雄城际铁路、石济高铁⋯⋯2015 年印

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

划》，提出“四横、四纵、一环”的交通重

点线路图，将华北平原打造成一个“大

棋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

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

通运营。李东晓作为 0001 号高铁司

机，驾驶高速动车组完成首趟值乘任

务。如今，李东晓所在单位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怀柔北机务段，再次

承担京张高铁动车组值乘任务，参与服

务和保障北京冬奥会。“高铁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插上了翅膀。”李东晓说。

此外，以干线铁路和城际铁路为主

骨架的多层级轨道交通网络也已初具

规模，公路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通畅，机

场群、港口群发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路通，则百通。交通一体化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铺平道路，提升经济要

素交流效率，降低发展成本。值得一

提的是，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

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

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

现“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

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可持续保障。

“信息化服务”让旅途更智能。随着

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不断推广使用，截至

2020 年底，3 省市已发卡 700 余万张，与

288个城市互联互通。三地空间上的“一

体化”已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展望未来，京津冀三省市将继续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为

重点，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世

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提升机场群综

合保障能力，努力打造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

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交

通支撑。

在安徽合肥经开区联宝（合肥）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PC整机生产线上，

一台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每 0.5秒

下线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安徽自贸试

验区设立后，在综保区内企业全流程

“外发加工”、企业“共享用工”、跨境电

商特殊区域出口海外仓等创新模式帮

助下，这家企业快速扩大产能，继 2020

年成为合肥市首家营收“千亿”企业

后，2021年综合营收突破1200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加大改革

开放力度，推动合肥经开区等开放园

区换挡升级，特别是抓住自贸试验区

建设重大机遇，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不断的动能。

“我们提出产业国际化的目标，就是以

国际化视野，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世界级的产

业集群。”合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秦远望介绍，“十三五”以来，

合肥经开区已累计引进项目 760 个，

其中外资项目 74 个、实际利用外资

34.68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

长 9.2%，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22%，在

2021 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

考核中位列第 10位。

2020 年以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重大项目先后

落地。安徽自贸区合肥片区经开区区

块成立重大项目服务专班，建立外商

服务机制，为企业投产达产争分夺秒：

“一业一证”试点改革率先落地经开区

区块，企业半天时间即可拿到“行业综

合许可证”；出台国内最为完备的合伙

企业财产份额出质登记管理办法⋯⋯

一项项关键制度突破，一个个喜人成果

落地，为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与活力。

在合肥经开区综保区卡口，一辆

辆集装箱卡车按照提示屏指引快速进

出，随着安徽首个综保区“无感通关”

卡口上线运行，司机们无需刷卡，车辆

进出卡口时间缩短至 5 分钟左右，省

时 80%以上。合肥经开区还大力推动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统筹

发展，去年启动运营长三角首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跨境电商退货中心仓，

退货时间减少 5 天以上。2021 年，该综

保区进出口、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单量

分别突破 100亿美元和 400万单⋯⋯

2020 年 9 月揭牌设立至今，安徽

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已复制推广 24

项创新举措，以制度创新推动高水平

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目前，合肥片

区有企业超 3.6 万家；2021 年 1 至 11

月份，实现进出口额 930 亿元，增长

2.67 倍。随着一大批项目签约落户，

合肥片区正以高端制造、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等产业奋力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引领区。

图图①①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的中老铁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的中老铁

路路（（中中））与昆曼大通道与昆曼大通道。。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工人在广西柳州一家工人在广西柳州一家企业的新能源企业的新能源

汽车生产线上忙碌汽车生产线上忙碌。。 黎寒池黎寒池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在山东青岛港在山东青岛港，“，“地中海马汀娜地中海马汀娜””轮正轮正

在作业在作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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