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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蹄疾步稳
今年一季度，海南加快推动一系列促经

济增长政策措施落地显效，自由贸易港建设

蹄疾步稳，经济运行呈现生产经营恢复向好、

指标增速加快回升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

局。日前，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成绩

单”显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775.96 亿元，同

比增长 6.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个

百分点。

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一季度，海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2.0%，比上年全年加快 16.2 个百分点，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9 个百分点。“投资结

构不断优化，产业投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海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卓琳表

示，投资结构中，一季度海南产业投资占比提

高至 39.1%，较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

位于海口国兴大道的海南中心项目建设

现场，“海南第一高楼”正拔节生长、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各路段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全力冲

刺今年底全线通车目标⋯⋯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一季度海南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长

22.1%，增速快于全省投资 10.1 个百分点，占

总投资的比重为 20.8%。

“大项目带动效应凸显。海南昌江核电

二期项目、申能海上风电示范项目等百亿元

级项目投资进度加快，对全省投资增长贡献

突出。”卓琳介绍，一季度，海南全省计划总投

资 亿 元 以 上 的 项 目 个 数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5.3%，其中，投资过亿元的项目个数较去年同

期增长 17.2%。

海南省统计局投资处负责人黄文智分

析，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

发展新挑战，全省上下紧盯重点项目开工建

设和常态化抓好项目谋划引进落地。

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举办的海南自贸

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分会场招商推介会

上，共签约企业 19 家，总投资额达 19 亿元。

作为参会企业之一，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谭敏表示，公司将

以此次项目签约为契机，不断加大在海南的

投资力度，充分利用浩鲸科技在全栈云技术、

数据智能方面成熟的技术积累，向海南引入

研发技术人才、降低数字化技术的使用门槛，

助力海南数字化转型进程。

成立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开展“万

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先后颁布营商环境

相关法规和重要政策 40 余项⋯⋯近年来，海

南省把营商环境作为自贸港建设的核心竞争

力，在制度集成创新、市场体系建设、优化政

务服务、便利贸易投资、优化法治环境等方面

开展一系列改革，全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和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增

强自贸港磁吸力。

“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经济循环

加快畅通，生产需求改善，经济运行呈现加快

回升发展势头。下一步，要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着力稳预期、抓项目、强产业、促

增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推

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卓琳说。

韧性活力持续显现

“一季度，全省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7%，由去年全年的负增长转为正

增长，回升势头明显，是支撑全省经济快速恢

复的‘主动力’。”海南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蔡

智芬分析认为。

今年以来，海南省大力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和潜力，丰富旅游业态，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春

节旅游“黄金周”延续为“黄金月”“黄金季”，酒

店客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省限额

以上住宿业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8.8%。

4 月份一般是海南旅游淡季，而三亚西

岛海洋文化旅游区的轮渡码头依然人头攒

动。“疫情后，每天上岛的游客特别多，民宿的

入住率大大提升。今年前 3 个月又正值海南

旅游旺季，几乎每天都是满房状态。”西岛左

岸时光民宿经营者王子奇说。

“创新动能不断释放，有力助推海南经济

高质量发展。”蔡智芬分析指出，一季度，海南

全省新增经营主体 25.62 万户，全省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4%，先进

制造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近日，在海南自贸港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先进制造业专场推介会上，共有 25 个先进制

造 业 项 目 现 场 签 约 ，占 全 部 签 约 项 目 的

55.6%，签约金额达 179.5 亿元。签约项目涉

及高端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

多个先进制造业领域。

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运输车辆穿梭、

集装箱在塔吊的作业下起起落落，艘艘巨轮

正列队靠港。一季度，海南全省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额 577.44 亿元，同比增长 32.5%，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7.7%，其中，3 月份进出

口规模首超 200 亿元，单月进出口保持 29 个

月连续增长。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推进，海南对外贸

易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海关总署新闻发

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自贸港建

设 5 年来，海南外贸经营主体数量倍增，民营

企业成为海南外贸增长主力。同时，外贸伙

伴更趋多元、往来更为紧密，今年一季度，海

南对欧盟、日本、巴西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

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新型消费趋势向好

“消费需求明显释放，市场销售加快回

升。”海南省统计局贸经处处长林静云在分析

中指出，一季度，全省各级各部门大力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持续改善消费条件、创新特色消

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渠道，消费需求明显释

放，市场销售快速回升。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生产生活秩序

恢复正常，消费市场正加速回暖。一季度，海

南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1.19 亿元，同

比增长 6.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9 个

百分点。其中，免税相关的升级类消费大幅

回升。“今年以来，海南省旅游业持续复苏，旅

游热度持续攀升，叠加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基数较低等因素，免税市场销售明显提高。”

林静云表示。

当前，离岛免税已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的一块金字招牌。一季度，海口

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69 亿元，同

比增长 14.6%。购物旅客 224 万人次，增长

27.2%，免税品销售 1968 万件。

其中，“邮寄送达”与“返岛提取”提货模

式、国内航线邮轮旅客参与离岛免税购物试

点等新政策如雨后春笋，正拉动海南消费复

苏与升级。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升红说：“‘即购即提’实施以来，不仅受

到了广大旅客的欢迎和好评，同时也减轻了

其他提货方式的物流配送和仓储压力，有利

于企业物流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新消费趋势向好，网上零

售持续较快增长。随着数字化水平不断提

升，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直播带货、

即时零售等新型消费迅速普及，线上线下加

快融合发展。一季度，海南全省通过公共网

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

比重达 23.5%，同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

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推出

了线上商城购物、“会员购”等业务，实现消费

者足不出户线上下单即可将免税商品邮寄到

家。中免集团持续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围绕

“售前、售中、售后”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更

优质的旅游零售服务。

“一季度，海南省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居

民消费需求逐步有效释放。但也要看到，随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需要更加多元

化、特色化、国际化的旅游消费产品，以满足

国内外消费者更多新需求。下阶段，随着消

费模式不断升级，消费环境更加优化，居民消

费信心加速回归，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

市场有望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林静云表示。

□ 本报记者 王 伟
地
方品牌应成城市发展重点

韩秉志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

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地方

品牌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法

宝”。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品牌

日活动上，900 余家地方遴选

的品牌企业齐聚一堂，彰显中

国品牌魅力。

加强品牌建设、推动品牌

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

涵要求，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各地对品牌

建设日益重视，积极开展品牌

创建行动，越来越多地方特色

品牌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可

以说，这些地方品牌的成功，不

仅因为其产品质量的优异，更

因其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

构的方向。有了品牌忠诚度和

市场需求，地方品牌迈向一流

就拥有了广阔的空间。

当然，“地方”从字面解读，

面临一个直接的挑战——区域

局限性。一个事实是，一些曾

经名噪一时的地方品牌，往往

热闹几年后就缩小规模，或者

勉强维持。还有的由业界评出

的地方品牌产品，因种种原因，

缺乏发展后劲。随着市场需求

的不断变化，地方品牌也面临

着来自头部行业品牌甚至国外

品牌的竞争。如何持续提升话

语权和品牌影响力，是地方品

牌发展无法绕开的一个课题。

培育一流地方品牌，创新

是必由之路。面对不断变化发

展的市场需求等，地方品牌必

须与时俱进，在品牌形象、文化内涵等方面持续创新完善，增

强吸引力、竞争力。比如，作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不仅孕

育了同仁堂、全聚德、王致和等老字号品牌，还不断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孵化出诸如京东、美团等科技企业，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成长，不断提升北京品牌知名度。

培育一流地方品牌，要立足实际展现地方特色。地方

品牌不是无源之水。目前不少地方品牌的一个共性问题，

是对品牌产品的概念定位不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品牌

与地方特色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地方品牌的打造，要立

足区域的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实际来推动。

培育一流地方品牌，还要坚持练好内功。稳定的供应

输出，是一个品牌从地方走向全国的必要条件。有些品牌

在本地扩张顺利，但是到外地就磕磕绊绊。还有的并非在

策略上不想走出去，而是走出去后组织供应能力跟不上；从

终端渠道来讲，很多品牌在推广上有一定难度，需要大量人

力和资金投入，资金周转时间长等问题也会阻碍发展。因

而地方品牌要想走出去、走得更远，练好自身硬实力是当务

之急。地方政府也要扮好服务角色，意识到“企业的名片就

是地方的品牌”，因地制宜加强品牌培育，提供优质供给，从

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河北邯郸复兴区乡村旅游升温——

农文旅融合晒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王胜强

芝樱花海在微风中恣意婆娑，千亩油菜花

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游客们在湖心岛体验花田

与火锅的奇妙碰撞，在露营基地感受夕阳与朝

霞的昼夜更替⋯⋯在河北邯郸复兴区，乡村旅

游的热度随着鲜花盛开期的到来逐日升温，一

幅 幅 怡 然 惬 意 的 图 景 成 为 农 文 旅 融 合 的 生 动

体现。

邯郸复兴区是传统工业区，钢铁、煤炭、化工、

建材等曾是主导产业，高耗能、高污染式的粗放发

展模式难以为继。该区淘汰压减过剩产能，开展

国土绿化、全域水系治理，成功打造占地 4000 余

亩的园博园、16 公里长的沿沁河郊野公园、2 万亩

的康湖生态文明示范区等景点，森林覆盖率从

21%提升到 50%以上。“昔日垃圾遍布的工业污染

区变身游人如织的城市后花园。”复兴区文广旅局

局长崔哲说，复兴区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以“农”

字招牌打造“吃、游、购、娱”乡村休闲观光模式，探

索农旅融合新玩法。

在复兴区东高河村，金黄色的油菜花海连绵

起伏，花枝随风摇曳。为期一个月的“花开复兴”

油菜花节主题活动正在这里举办：千亩油菜花田

里游客们坐上小火车来往穿行，菜园农场里小朋

友体验着田园生活，砖窑旧址内游人细品手磨咖

啡，露营基地迎朝霞、观景平台送落日。

游客们流连忘返的东高河村曾是远近闻名的

煤矿区。近年来，东高河村依托独特的山林资源

和秀美的自然风貌，整治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

施。“村里根据季节不同，种植了千亩油菜、油葵等

具有经济和观赏价值的农作物，并以桃树、黄栌等

观赏性植物作为点缀，打造了春赏油菜、夏品桃

香、秋览油葵的千亩花田大地景观。”东高河村党

支部书记王生良介绍，为留住游客，村里还设置了

农产品展示厅，引进农家乐、民宿、美食等，不断增

强休闲农业吸附力，延长产业链。“花开复兴”活动

开展以来，客流量达到了 9 万余人次，村集体经济

收入 60 余万元，群众收入 70 余万元。

“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复兴区把整治人居

环境作为先手棋。坚持‘一村一策’，根据不同村

情，作出科学可行的全盘规划。用村庄生态亮点

美 化 人 居 环 境 。”复 兴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裴 占

平说。

在牛叫河村油菜花田里，一顶顶精致的白色

帐篷下，坐满了爱好露营的美食客。“第一次在花

海里吃火锅，闻花香、品美味。”趁着周末，吴强一

家三口和朋友结伴，来这里参加“花田火锅”美

食节。

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让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就

业，也吸引不少企业来此投资。坐落在复兴区的

德丰都市农业休闲生态园，300 亩芝樱花竞相盛

放，放眼望去大地如同染了色彩，粉色、桃色、红色

和紫色，美不胜收。

“复兴区在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努力

实现‘变道超车’，这与我们拓展文旅产业的理念

一拍即合。”德丰都市农业休闲园区副总经理付强

说，他们依托区内沁河生态片区的牛叫河水库，立

足“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特色，投资建设了都市

农业园区。

除芝樱花生态园外，这座占地 1900 多亩的园

区还开发建造了湖心垂钓体验园、生态采摘园、休

闲娱乐等多种旅游业态。园区内 13 万棵树木的

日常养护、文旅项目服务等工作，为周边村民提供

100 多个就业岗位。

在生态园芝樱花丛中，53 岁的侯振旗正和周

边村民一起务工劳作。“我们主要负责浇水、修剪

枝杈、操作农业机械工作，每月收入 4000 元。”侯

振旗说，如今环境好了，旅游项目多了，村民的就

业机会也多了，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赏斑斓花海、观湖光山色、赶乡村大集、享露

营之乐⋯⋯除因地制宜做足“花文章”外，复兴区

不断整合乡村特色资源，采取“旅游、休闲、文化”

模式，开发了一批集休闲、娱乐、观光为一体的旅

游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5 月以来，复兴区共接待游客超 18 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超 7600 万元，同比 2019 年增长 90%，走

出一条业态叠加、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旅

游新路径。”崔哲说。

复兴区委书记李少锋表示，复兴区将坚持以

人为本、以绿为底、以文为魂、以业为核，打好农文

旅融合组合牌，壮大特色产业，培育精品农业，做

精乡村旅游，逐步形成全季、全时、全域旅游新

模式。

5 月 23 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穆店镇维桥村，养殖户在晨雾中捕捞龙虾。近年来，盱

眙县坚持特色农业增效，持续完善龙虾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推行“藕+虾”“旱改水+虾”等综合

种养模式，通过调布局、建链条、育品牌，小龙虾产业逐步向养殖、流通及旅游节庆等一体化服

务拓展。截至目前，当地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83.5 万亩，年产量 17 万吨，产值 190 亿元，小龙虾产

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壮大区域经济的特色产业。 龚 成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夏 祎

图 为 在 海 南 省 洋

浦 经 济 开 发 区 拍 摄 的

环新英湾地区。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河 北 邯 郸

复 兴 区 推 出 花

田 露 营 吃 火 锅

活动，以新消费

方 式 吸 引 游

客 。 图 为 花 田

火锅店夜景。

王宪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