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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海 湾 畔 听 新 潮
创新竞进，改革统领，服务协同，天津滨海新区五年新变

□ 杨维成 刘元旭 毛振华

金秋时节，滨海新区叠翠

流金。从初创期迈进中兴高潮

期，这个经济总量率先破万亿

的国家级新区，一如丰收的十

月，硕果累累。

党的十八大以来，滨海新

区不负众望再出发，创新竞进，

改革统领，服务协同，交出一份

亮眼答卷，成为天津加快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一个样本。

以质为帅
多引擎打造滨海效益

9月 20日，滨海新区空港

经济区，一个历史性时刻。空

客在欧洲以外首个A330宽体

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启用。

从大飞机、大火箭到直升

机、无人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滨

海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年均增速

超过26％，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

千亿级航空工业集群。”空港经

济区管委会主任杨兵说。

从初创期步入中兴高潮

期，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是滨

海新区加快转型发展的一个

缩影。

沿着“创新竞进、优化结

构，以质为帅、效速兼取”的路

径砥砺前行，今天的滨海新区，

电子信息、汽车和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等八大支柱产业顶天立

地，新兴产业不断发力，产品升

级趋势明显。

在天津开发区飞旋科技

公司，一款高科技的磁悬浮分

子泵已经下线。“这款产品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

公司的垄断。”公司副总经理

蒋颖说。

像飞旋科技这样极具成长

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滨海

新区还有2万多家，正成为提升

创新驱动的引擎。

“工业经济升级版正初步

形成。”滨海新区相关负责人

说，预计到2020年，先进制造

业比重将达七成以上。

先进制造业阔步前行的

同时，营利性服务业、金融租

赁、保理等现代服务业同样发

展迅猛。

上半年，滨海新区第三产

业增加值达 12.9％，比重达

4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72.4％。

深化改革
组合拳激发滨海活力

2014年5月20日，滨海新

区在全国率先成立行政审批

局，大幅减少、归并审批事项，

审批印章由109颗变为1颗。

按下改革快进键，滨海新区

不断刷新发展的高度与宽度。

今年7月，由天津自贸区中

心商务片区自主研发的商事登

记网审系统，在滨海新区全区

推广，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

9月，中心商务片区又将

“政务服务点”开进天津银行北

京广渠门支行，“双创通”企业

服务平台和地税自助终端机同

时在北京启用，办事人可在北

京办理天津企业登记、涉税业

务等。

随着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

加力推进，今年以来，自贸区新

增市场主体13,570户，新批外

商投资企业846家。

改革创新，已经内化为滨

海新区的基因，融资租赁、保

税展示交易、人民币跨境结

算、跨境电子商务等创新业务

蓬勃发展。

东疆保税港区，曾经的滨

海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租赁业

聚集区，率先开展了30余种租

赁业务模式。“仅飞机一项，业

务规模即已达千架，是仅次于

爱尔兰的世界飞机租赁高地。”

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主任沈蕾

介绍说。

门槛降低、产业开放、简政

放权、金融创新……改革开放

带来的利好效应不断释放。

改革开放增活力，外商投

资最具说服力。上半年，滨海

新区实际使用外资40亿美元，

占天津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量超

过七成，平均每个小时引进近

100万美元。

对接京冀
大格局展现滨海担当

“转转”二手物品交易平台

总部、58软件公司——9月末，

58集团再添两个重头项目落子

天津开发区。

58集团是这几年来自北京

的“独角兽”企业在天津开发区

投资的一分子，与其同行的还

有滴滴出行、京东金融等共7家

企业。这些创新型“独角兽”企

业，实现了京津产业资源与创

新联动的良性对接。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

略，滨海新区以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于家堡金融区等“八大

载体”为核心，积极承接非首都

功能疏解，深化与京冀全方位

合作，今年以来取得积极进展。

上半年，京冀两地落户滨

海新区项目571个，资金到位额

227亿元。而近3年里，仅北京

一地就有约2000个重点项目

落户新区。

除了承接，滨海新区同样

展现出更大的担当：打通“断头

路”；将天津自贸区制度创新成

果率先在京津冀释放，共推自

贸区曹妃甸片区；与唐山、沧州

合作建设滨唐、滨沧产业示范

区；支持雄安新区，积极担负雄

安重要出海口使命……

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京

津冀的蓝天白云，滨海新区大

力实施清新空气、清水河道、绿

化美化等专项行动，粗钢、生

铁、无缝钢管等持续减产。

2016年，全区空气质量达

二级良好水平天数为230天，

PM2.5浓度同比下降6.2％。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1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为37.3％。

有目标，有干劲，牢记嘱托

再出发，这片热土正在书写变

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的

新答卷，不负信任，不辱使命。

不按斤卖按穗卖 不种白菜“种”酸菜
东北粮仓开启“全产业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 管建涛 郭 翔 邹明仲

产量降了不担心，不种白

菜“种”酸菜，大米还可“私人定

制”……在我国最大粮食产区

东北三省，农业“全产业链”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正在如

火如荼展开。

调品种

秋收时节，吉林省辉南县

“三和农场”的1500亩稻田已

硕果累累。产量虽然降了，但

农民并不担心。

施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生

物防虫、鸭稻共作。“我们每亩

地总成本近5000元，是周边农

民的3倍，产量只有他们的一

半。”农场种植负责人、当地种

田能手国洪义说，“但我们售价

高。正常水稻每斤1.6元左右，

周边农民每亩纯收益1500元

左右。我们每斤大米21元，纯

收益4000多元。”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在

内的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粮食

产区，粮食年产量占全国的

1/5，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

石。近年来，东北三省围绕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文章，

让这一传统粮食产区不断激发

新活力。

黑龙江把蔬菜、鲜食玉

米、食用菌等特色作物作为种

植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调减

玉米面积上千万亩，大宗蔬菜

播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

长43.1%。

辽宁多地农户优化种粮结

构。辽宁省昌图县傅家镇五丰

村共有1.5万亩土地，去年种了

5000 亩玉米、6000 亩花生、

2000亩地瓜，其余为马铃薯、高

粱等作物。

“绿色、无公害、有机作物

是今后农业发展方向，因此今

年我们调减了玉米、花生种植

面积4000多亩，改种无公害马

铃薯、西瓜、地瓜等作物。”五丰

村党支部书记王占国告诉新华

社记者，今年村里还建了冷鲜

库，方便农产品储存，并在最佳

时机销售。

黑龙江省农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全省农民通过改种

杂粮杂豆、蔬菜等高效作物增

收49亿元，人均增收272元。

拓链条

在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德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正积

极谋划产业转型，不仅少种玉

米多种菜，还延伸产业链“种”

酸菜、“种”水饺。

合作社理事长李德文说，

合作社种了玉米、小麦和白菜，

还养了猪。“玉米喂猪，猪的粪

便给白菜施肥，小麦也用有机

肥。再通过速冻饺子生产线生

产猪肉酸菜速冻饺子，效益大

幅增加。”

除了自建加工体系外，一

些村庄还“借船出海”。辽宁省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哈不

台村引进天津金土地食品有限

公司到村里投资建番茄加工

厂，带动这个村的合作社番茄

种植面积增至6000亩，预计每

亩利润将达到2000元。

“看到绿色大米的巨大商

机，我们今年又认证了 10 万

吨绿色稻谷，从选种、施肥到

保管、加工全部标准化作业。”

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董事长

宝蒙权说，公司已规划了120

万亩覆盖嫩江沿岸的绿色稻

谷保护区。

随着科学饮食观念不断深

入人心，食品工业更加向农牧

渔林等源头产地靠拢，更加注

重种养环境的天然保障条件。

借助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生

态优势，黑龙江省已培育出九

三粮油、飞鹤乳业、完达山乳

业、北大荒米业等一批主营业

务收入超100亿元的大企业，

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617.7亿元。

变观念

不仅生产、加工，东北粮区

农产品销售环节也在进行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甘肃人章建国的家里每

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来自我国

著名大米产地五常的“鲜米”。

之所以称之为“鲜米”，是因为

每次收到的大米都是“新磨出

来的大米”。

这份“鲜米”来自黑龙江省

五常市壹村人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哈尔滨壹村人农业有限

公司领办了这家合作社。公司

董事长王村说，公司实行会员

制，每个月按照会员家庭消费

量定期配送新磨出来的米，让

消费者享受“食味值”更高的农

产品，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越来

越高的需求。

定制化服务正越来越广泛

地应用在农业供给环节。尽管

新米还未上市，但“三和农场”

的大米大部分在春播时就已被

订购。一块块稻田里竖立着小

牌子，写着订购者的名字、面

积、预计收成和收割日期。“采

取线上和线下销售，线上是‘私

人定制’模式，客户能够全程监

控所认养的稻田。”国洪义说。

吉林今年以中部25个县为

重点，建设优质玉米生产核心

功能区，围绕口粮化、主食化打

造鲜食玉米品牌，让玉米“粗粮

细作”。黑龙江充分发挥7000

多万亩绿色食品基地作用，进

行“绿色生态价值链再造”。

目前，东北地区正着力推

动农业经营由生产导向型向消

费导向型转变，努力挖掘农产

品加工转化和市场营销潜力，

全力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

让知识产权
成为自主品牌有力保障

□ 孙昌岳

日前，日本有机构发布报

告称，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为美

国的2倍，达到约134万项，为

全球最多，中国正在迅速迈向

知识产权“强国”，预测本世纪

20 年代将形成知识产权中美

两强时代。

近年来，有不少国产品牌

从自主知识产权中尝到了甜

头。例如，大名鼎鼎的华为，从

在美遭遇跨国巨头诉讼威胁，

到向苹果收取专利费和向三星

发起专利诉讼，凭借的正是自

主知识产权的“逆袭”。国产手

机在海外市场冲锋陷阵，充分

显示了自主品牌、自主标准、核

心技术的威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

权尤其是以技术创新成果为内

核的专利，是影响企业竞争成

败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经济

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开放型经

济体系也不断完善，越来越多

的产业以知识产权为依托向高

端延伸，越来越多的企业凭借

自主知识产权的底气“走出

去”，知识产权已经由一般的市

场工具变成重要的竞争工具，

由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变成

决定因素。如果保护力度不

够，产品和品牌随意被仿冒、被

“黑”，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就

会抑制创新活力释放、影响经

济健康发展。前段时间，多家

知名企业纷纷注册商标“山寨”

自己，如老干妈旗下的“老干

爹”“老干娘”等，看似可笑，实

则是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不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的外在表现。

当前，国内市场仍存在不

少假货和“山寨”产品，也让“中

国制造”处境尴尬。一方面，收

入利润微薄缩减了企业研发投

入的空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

保护缺位也导致企业不愿或不

敢加大研发投入。如何释放社

会创造活力，让更多的“中国产

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关键

在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引领

作用。从国际经验上看，良好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实现创

新价值的重要载体，是世界贸

易强国得以保持其产品地位、

发挥话语权优势所在。我们要

让知识产权成为中国品牌的有

力保障，就要打造更好保护和

运用知识产权的法治、市场和

文化环境。

去年底，国务院印发《“十

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首次将知识产权规划

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不仅

为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

识产权质量效益提供了有力支

撑，也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

有力保障。未来，进一步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就要继续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创造；加大财税金融支持，运用

财政资金引导和促进科技成果

产权化、知识产权产业化。

辽宁试行工业品生产许可证“先证后核”

本报讯 辽宁推进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10月

起在沈阳、大连、营口三市及辽

宁自贸试验区，对除危化品、食

品相关产品外的17类产品实

施“先证后核”。

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

局长吴军介绍，这次改革是从

“先核后证”到“先证后核”。改

革后，取证材料简化为一单（申

请单）、一书（承诺书）、一照（营

业执照）、一报告（企业自主提

交检验报告）4种材料，审批合

格2个工作日内即可发证。发

证后3个月内完成现场核查，

核查内容从原来的6部分50

个条款，简化到只核查企业的

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

据了解，改革前企业需提

交生产许可申请书等诸多材

料，审批部门受理后，经现场核

查和产品检验均合格后才能发

证。拿到生产许可证需要75

个工作日，最快也要30天。

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制度改革，辽宁还取消了橡胶

制品、电力整流器、岩土工程仪

器、泵、电力调度通讯设备、水

文仪器、输水管等7类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对已取消

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不

得以任何形式保留或变相审

批，不再开展生产许可证查处

工作。

截至8月底，辽宁共有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591家，涉

及35类生产许可目录产品，主

要分布在机械、冶金、石化、建

材等行业。本次试点涉及企业

441家，加上取消生产许可证

管理的720家企业，将有1161

家企业从中获益。（罗 捷）

西藏西藏：：特色种植特色种植
助农助农增收增收

近年来，西藏拉萨市曲

水县才纳乡种植试验基地试

种薰衣草、马鞭草、鼠尾草及

各类药材，成为拉萨市最大

的“经济花园”。才纳乡以此

为纽带，建设了拉萨市净土

健康产业示范基地、土特产

展示销售中心平台等，越来

越多的当地群众实现就业增

收。图为曲水县才纳乡村民

在基地田间劳作。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本报讯 甘肃省日前出

台新规定，有农业户籍、在兰

州市行政区域内有组织、且有

稳定劳动关系及收入来源的

务工农民可享受住房公积金

政策。

甘肃省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有关人士介绍，此举是为了

加快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根据甘肃省最新出台的

《关于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住

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的暂

行规定》，对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农民工，甘肃支持其利用公

积金贷款购买普通商品自住

住房，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政

府对农民工和有意愿的农民

进城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给予

政策支持。

据介绍，根据新政策，务

工单位为进城务工农民建立

住房公积金后，在符合省中心

提取操作规程规定的提取情

形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

内的余额用于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所有权自住住房等。

另外，进城务工农民建缴

住房公积金后，与其他缴存职

工一样均可享受省中心与住

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联合

推出的各项普惠金融产品。

甘肃省政府2016年出台

方案，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

金开辟“绿色通道”，将农民工

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规定用工单位要将建立稳

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住

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依法

保障其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

（姜伟超 王 衡）

甘肃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公积金购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