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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打造东北旅游带

孙潜彤

现 在 哈 尔 滨 的

热 度 非 同 一 般 ，“ 尔

滨 ”兄 弟 火 成 这 样 ，

东北人都高兴，珍惜

机 遇 ，而 没 有 嫉 妒 。

像沈阳，把老北市的

动 感 标 识 —— 飞 天

凤 凰 大 大 方 方 地 借

给哈尔滨，一起把文

旅 之 火 烧 得 更 旺

些 。 有 热 度 八 方 助

力，“东北虎”抱起团

来，谁能小觑？

哈 尔 滨 火 起 来

了，想进一步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要先提

振人心人气。而人气

的突破口，当然在精

耕城市魅力的表现张

力上。倾其所有，竭

尽所能。好客的东北

人，有什么好东西都

想 往 外 掏 ，拿 来“ 待

且”（待客）。冰雪是

东北的“冷招牌”，宠

爱 是 东 北 的“ 热 招

牌”。两张牌打出来，

南方“小土豆”们怎能

不喜欢？

游客大老远奔赴

东北，能不能在哈尔

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地都走一走、停一停？能不

能来东北腹地深度游，“顺道”了解东北更多的好、

整体的好？东北好景美食新鲜体验还有很多，就

像东北各地文旅局的吆喝：来就玩透，东北三省一

个也别“省”。

抱团，不妨把长项变强。东北文化一家亲，各

地方言浸润的幽默感让那么多“逗乐视频”网上热

传，相声、二人转、脱口秀让人忍俊不禁。冰雪塑

就北国风光，文化构筑精神内核。如果功夫都放

在风景上，文旅消费就“少了一半”。抱团，不妨把

短项拉长。东北的宝贝不只有“冻梨”，主要是知

名度没打出来。“黑吉辽”三省很早就在谋划合作

共赢，东北旅游景区联盟是中国第一个跨省区域

性景区协作组织。如今还要加把劲，三省共建东

北客源输送廊道，共推精品旅游线路。以好玩的

带动好吃的，以足尖开动舌尖之旅，品牌共建、资

源互动、价值共享，打破地域、利益围合，用更大更

优的旅游资源体量和质量辐射国内外市场，联手

打造“大东北旅游带”。

不过，网红变“长红”不仅需要抱团，也需要互

补性、差异化，防止“内卷”打价格战。比如，东北

三省均沿边，但边境景观多样，多种文化在这里交

融，沿边自驾游宜突出各段特色。你有斑海豹，我

有东北虎，“显眼包”各美其美。比如，东北冰雪风

光因温度的差异而呈现不同冷暖情调，辽宁主打

老 少 咸 宜 的“ 冰 雪 + 温 泉 ”，吸 引 不 少“ 泡 汤 粉

丝”。从涉足海上冰凌到观赏大型冰雕，再到深入

林海雪原，一路往北，风光各异。让游客感受到，

来到东北，不仅物超所值，还盛满快乐。

广东韶关探索“强镇富村公司”——

发 展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本报记者 张建军

“赤谷村，24.6 万元；侯陂村，18.6 万元⋯⋯”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马市镇的 19 个村

（居）领到 71 万元的强镇富村公司年终分红。而

这仅是韶关推开“强镇富村公司”的一个缩影。

2023 年，韶关全域推开“强镇富村公司”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市场化运作、规范化

运营、积极盘活镇村资源资产，促进镇村和群众

增收致富。截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全市 105 家

镇级强镇富村公司新增营业额 7.37 亿元，带动

1207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超 10 万元，平均

收入达 40.22 万元。

为什么要成立“强镇富村公司”？“韶关地处

丘陵地带，田地分割零散，难以进行大面积机械

化种植。”韶关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专家智库专家委员杨树臣认为，“土地等资源

资产普遍‘小而散’，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

经营生产人才缺乏，很多村集体没有经济来源。”

2023 年，广东掀起“百千万工程”热潮，韶关

开始从“题面”上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聚焦

经济最薄弱的乡村，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破题。据介绍，强镇富村公司以镇村集体为主

要股东，采用“经济联合总社+辖区内所有村级

经济联合社持股”“镇属企业+辖区内所有村级

经济联合社持股”“辖区内所有村级经济联合社

持股”3 种模式，由镇村集体共同注资成立。

但在初创期，强镇富村公司的困难与制约

逐渐浮出水面：原有村集体资源资产低效利用，

不少处于“沉睡”状态，同时公司开拓市场、培育

产业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对此，韶关全

面梳理镇村两级可利用资源资产清单，通过制

订市域区块分类种植规划、高附加值农业潜力

空间分布图、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合作推介表

等，让公司明确“有什么、干什么、怎么干”。

“公司大力开展土地流转，推动‘种植大户+

村集体+农户’模式，撂荒耕地由种植大户托管

经营，采取‘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效益分红’的

方式，将三方利益绑在一起，解决‘无人种地’和

‘谁来种地’的问题。”白土镇副镇长许伟恩说。

用公司这个平台做“乘法”，整合资源的成

效明显。2023 年以来，全市强镇富村公司经营

农村土地流转业务 3281.52 万元、盘活宅基地等

闲置资源资产 1004.97 万元、物业出租 1445.11 万

元 ；统 筹 推 进 撂 荒 耕 地 复 耕 复 种 ，整 治 面 积

8994.63 亩。“我们盘活闲置资产，以土地入股的

模式统一流转到公司，开展光伏项目。除了村

集体股东分红，村民还可享受土地租金分红。”

侯陂村党总支书记邓小龙说。

日前，走进武江区重阳镇强镇富村公司流

转土地建成厂房的富辰美妆制品有限公司内，

车间里忙而有序地进行生产作业。“我现在月薪

4500 元，公司日常包两顿伙食，加上可以就近照

顾家庭，相较过去在外地打工，我对现在的生活

满意多了。”负责管理生产的村民张素婷在2022年

入职后成为该公司的人事主管。

“公司和各村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将抱团

取暖，和其他乡镇打通产销链条、实现降本增

效。”韶关市农业农村局驻马市镇帮镇扶村队队

长黄健说，“我们还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当

好‘店小二’‘服务员’，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引进

更多优质项目。” 本版编辑 张 虎 韦佳玥 美 编 高 妍

1 月 8 日，重庆市沙坪坝

区青凤科创城的赛力斯凤凰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一派

繁忙景象。近年来，重庆市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孙凯芳摄（中经视觉）

1 月 9 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向阳水库，珍珠养殖户正在检查珍珠蚌生长情况。在推

进乡村振兴中，该镇大面积推广珍珠养殖，并实施渔蚌立体混养模式，提高水域利用价值，实现了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宁波 高水平开放帆满风劲
2023 年前 11 个月，浙江宁波实现外贸进出

口 11730 亿元；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单量连续 5 年

全国第一，海外仓面积占全国的 1/6；跨境电商

综试区考核蝉联全国“第一档”。值得一提的

是，截至目前，宁波拥有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83 个。

内联外畅强枢纽

2023 年的最后一天，甬金铁路正式通车。

铁路的一头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宁波，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首位的宁波舟山港；

另一头则是中欧班列的起点、世界最大的小商

品之都——金华义乌。

该铁路线建成前，两地货物运输以公路为

主。2020 年前，甬金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就已

超过 4 万辆，双向四车道已严重超负荷运载。

想走铁路运输，就需绕行萧甬铁路或沪昆

铁路。既有的萧甬铁路已不堪其重，且“集卡围

城”问题日益突出。

甬金之间亟需一条直联的铁路通道。

甬绍金三地密切谋划。2016 年底，甬金铁

路先行段率先在奉化开工；2019 年 10 月，甬金

铁路全线开工建设。如今，呼啸而来的甬金铁

路截弯取直，与经过萧甬铁路、沪昆铁路的既有

西向货运通道相比，可缩短近 60 公里的绕行

里程。

“除了连接宁波与金华，铁路通车后，可进

一步缩短宁波与江西、湖南、重庆等中西部区域

的时空距离，吸引更多货源通过铁路运输到宁

波舟山港走出国门，为宁波舟山港建设世界一

流强港增添新动能。”宁波舟山港股份公司业务

部海铁联运中心主任许斌说。

如今，100 余条海铁联运线路汇集于宁波

舟山港，其中图定班列 25 条，业务辐射 16 个省

份、65 个地级市，搭建 36 个内陆无水港，形成北

接古丝绸之路、中汇长江经济带、南承千里浙赣

线的三大物流通道。全港 2023 年累计完成海

铁联运业务量已超 165 万标准箱。

目光向外，300 余条集装箱航线途经这里，

其中国际航线达 250 余条，“一带一路”航线达

130 条，贯通五洲四洋，将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 600 多个港口织点成网，形成通达全球的庞

大海上贸易航线网络。

2023 年，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超 3500 万标准箱，成为全球第三个年集装箱

量超“3500 万标准箱”的港口。

完成的集装箱量、接卸的散货量、海铁联运

量⋯⋯不断变化的数字，显示出宁波的发展活

力与韧性。

过去一年，在持续承压中，宁波开放型经济

走出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第三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如约而至，中国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宁波在全国首创跨境电商出口前置仓

监管新模式⋯⋯

内增外拓兴贸易

1 月 2 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宁波在全国率先公布自办展的详细方案。

2024 年，宁波将举办 66 个境外自办展，横跨欧

美、东南亚、中东等多地，目标“甬通全球”，全力

稳定传统市场，大力拓展新兴市场，持续巩固外

贸基本盘。自办展会将贯穿全年，预计最晚举

办 的 越 南 国 际 家 电 博 览 会 要 到 2024 年 12 月

23 日才收官。

在宁波的经济战线中，这是一种常态——

核心支撑，来自于“拼”的传统。

2022 年 7 月，宁波发出了全国首趟涉外包

机，着力稳外贸。同年 12 月，疫情防控转段后，

宁波率先在全国全省开展百团千企拓市场抢订

单行动。

2023 年，全国外贸企业出境热度狂飙，多

国使领馆签证中心人气爆棚。面对签证难的新

问题，宁波又率先提出酌情根据企业提供的出

行计划，以及访客与展会国别的匹配度，探索纳

入公务出访渠道。

有一个阶段，宁波市商务局对外贸易促进

处处长费建明与另外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周

之内跑了 10 家外贸企业、3 家组展公司、4 家相

关单位，调研、解释、沟通、磨合，最终相关会议

通过有关方案，是因为商务干部迅速答清了

3 个问题：需求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对原有业

务办理产生影响？相关权责如何厘清？

“我们有首趟包机的经验，破解签证难有条

件有办法。”费建明说。

在宁波，许多工作人员越发意识到，要做成

事，服务意识、吃苦劲头和专业能力缺一不可。

据统计，2023 项目年度，仅市级层面共有

28 家宁波市境外组展单位完成境外自办类展

会、境外重点类新兴市场展会、境外重点类传统

市场展会 3 类境外重点展会项目超过 100 个，共

有 3272 家次境外客商参展，展位数达到 4723

个，比 2019 项目年度增长 40%，全部境外展会

获得展位近 1 万个，大约是高峰期的七成。

宁波市有关领导介绍，2024 年，宁波将持

续深化拓市场抢订单行动，建立健全与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完善“一站

两仓”等新型外贸基础设施布局，做大做强中

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绿

色贸易。深化国家级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实

施内外贸一体化企业领跑者行动，培育一批

进出口协同、内外贸融合、储工贸联动的现代

企业。

内强外融促协同

2023 年 11 月 13 日，随着一辆崭新的“领克

08EM-P”从领克汽车余姚工厂正式下线，领克

成为全国最快达成 100 万辆销售量的高端汽车

品牌。

从 2017 年 11 月 28 日“领克 01”正式下线，

到如今猛增至第 100 万辆，领克在宁波一路狂

飙的背后，技术输出正成为其核心竞争力。吉

利汽车研究院新能源开发中心总工程师郭梦梦

介绍，仅 2023 年前三季度，吉利汽车就完成技

术出口 172.2 亿元，同比增长 52.3%。其中，单

造车架构的技术专利费用就高达 60 亿元。

从跟随到超越，吉利汽车造车架构反向输

出的背后是吉利汽车与沃尔沃联合成立的中欧

汽车技术中心，这更是宁波开放内强外融的一

个缩影。

当前，宁波整车产销量占浙江省汽车产业

的一半以上，拥有 5000 余家汽配企业。随着全

球能源转型升级、碳排放要求不断提高，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高景气度持续，“冠军企业”是这条

新赛道上最活跃的群体。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均胜电子全自

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数月前，公司新获得欧

洲某知名车企全球性项目定点，为其新能源汽

车的 800V 高压平台提供功率电子类产品，预计

订单总金额约 130 亿元，一举超过公司上年同类

订单额之和。财报显示，均胜电子 2023 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收约 413.1 亿元，同比增长 15.57%；

归母净利润 7.787亿元，同比增长 494.54%。

放眼未来，身处长三角“金南翼”，宁波提出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唱好杭甬

“双城记”，协同推进宁波都市圈建设，联动建设

海洋中心城市，实施海洋经济倍增发展行动，实

现规划共编、产业共兴、创新共推、服务共享、生

态共治、安全共保。

围绕“一体化”与“高质量”，宁波又提出：以

区域优势的充分对接、资源要素的畅通流动，强

力打造增长极。

宁波牵头成立了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联盟，举办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

盟大会；与长三角区域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共建

研究院累计达 18 家；宁波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

能力提升至全国第 16 位，宁波高新区在全国高

新区排名前进至第 14 位⋯⋯

身处开放前沿，宁波高水平开放帆满风劲。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1 月 1 日，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矿石码头迎来了新年首艘大

型国际航行矿船——利比里亚籍“国银百色”轮。 蒋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