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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省优势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根据规划，到2022年山东全省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将取得重要突破，到2030

年山东特色美丽乡村整体塑形，到2035

年全省乡村“齐鲁风情画”全面展现，全部

村庄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点推荐

6版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武汉市发改委

获悉，今年以来，湖北武汉市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指示精神，重点优化提升长江大保护

“五大行动”，努力使武汉成为共抓长江

大保护的典范。

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武汉

市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许甫林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所做

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处理好五个关

系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全面深刻，深

化了我们对“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相

关重大问题的认识，是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近几年来，武

汉市以“四水共治”为重点，实施长江大

保护，开展了五大行动，探索了六大机

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武汉市发改委基础产业处负责人介

绍了围绕长江大保护工作，在生态修复、

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方面近期的重要部

署和重点项目建设动态。

优化提升“四水共治”，2018年计划

投资288.67亿元实施446个项目，重点

安排长江新城、长江主轴、东湖绿心、乡

镇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面源污染防治

等；大力实施增绿提质，2018年全市园

林绿化项目计划投资117.78亿元，建设

城市绿地780公顷，完成精准灭荒2.24

万亩；积极推进生态修复，重点是严西

湖北岸、北湖水环境及生态修复等工程；

强化水质考核；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打

造全国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

（左耀宏 周 钢）

□ 赵丹平 张展鹏 刘 刚 陆华东

时隔多年，台商宗绪惠仍清晰记

得初来昆山的情景：马路两边全是农

田，牛车在路上慢悠悠走，晚8点后

就无处吃饭……

而如今江苏昆山被称作“小台

北”，高楼林立、道路宽阔，10万台商

台胞在此工作生活。

从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到利用

台资占内地1/9，昆山之变被视为中

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生动案例。

站在产业发展高地，昆山放眼未来，

打造台商精神家园，意在成为两岸深

度融合的新样本。

28年“交心”引来593亿
美元投资

宗绪惠2017年当选为昆山台协

会第十三届会长，企业会员多达

1487家。他笑言，当年很多台商都

是被“半路拦截”到昆山的。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昆山这个

地方，只是到上海、苏州路过这里，休

息一下、上个洗手间，结果受到热情邀

请。”宗绪惠说，昆山人招商的韧性、亲

商的热情，让很多台商难以拒绝。

昆山市台办副主任张琴回忆，曾

有位台商连吃十几只阳澄湖螃蟹后，

当场敲定了300多万美元的项目，

“以蟹招商”传为佳话，也成了品牌。

宗绪惠坦言，吃是次要，关键是

被诚意打动。现在当地主官会约台

商一起打球、踢球，“交心”是昆山吸

引台商的秘诀。

江苏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裕盛说，初到昆山确实艰苦，

没有出租车，出门只能叫人力三轮

车，遇到上坡、拱桥，还得帮忙推车。

但当地领导非常关心企业，经常询问

有哪些困难，而且尽快解决，这让他

们坚定地“留下来”。

多位台商提到，除了昆山人的诚

意，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生机，是对

他们的最大吸引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

放大潮，台商开始进入内地，在劳动

密集型产业方面试探性投资；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内地掀起

新一波改革与发展浪潮，促成台商投

资的新高潮。

自1990年首家台企落户昆山，

迄今累计批准4903个台资项目，投

资总额593亿美元。统计显示，台资

在昆山经济中的贡献度超过七成，支

撑其多年位居“中国百强县”首位。

“40年后的今天，数千万农民脱

离了贫困，村庄成为现代化的大城

市。”有德国媒体近日如此形容改革

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对此，昆山

市委书记、市长杜小刚说：“昆山是改

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到内地“为下一代选择
未来”

作为日月光集团环旭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林大毅名片

上印着另一个头衔：昆山两岸合唱团

团长兼任指挥。

该合唱团里台湾人内地人各占

一半，平时两岸的歌都唱，频率最高

的是《爱拼才会赢》和《昆山是我家》。

林大毅说，前一首是台商在内地

打拼的宣言，后一首代表安家于此的

心声。他1997年来到内地，辗转厦

门、青岛、深圳等地，现在与家人定居

昆山。

“儿子在公司制造部工作，从基

层做起。女儿是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第一届学生，如今在深圳创业，还担任

了当地台协会的副秘书长。”林大毅

告诉新华社记者，儿子、女儿都各自

找了内地的男女朋友，打算在内地长

期发展。

陈裕盛1994年来内地属“被逼

无奈”，公司合适人选中只有他是单

身。如今他觉得，相比留在岛内，年

轻人到内地有更多机会，身边许多朋

友已经把孩子都带到了昆山。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志承说，他33岁时来内地，父母很

不放心，到现在家人都生活在昆山。

“选择内地，就是为下一代选择

未来。”蔡志承感慨道，改革开放让台

商获得很多发展机遇，希望下一代也

能分享内地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对于新来昆山的台湾年轻人来

说，当下的条件要比父辈初来时好

得太多。

走在昆山市区主干道上，两侧遍

布着台湾人开的饮食店、咖啡馆、茶

铺，“大台北”“小台北”等招牌随处可

见。上了出租车，当地司机也会哼唱

台湾歌曲。

应众多台商需求，昆山请闽南大

师设计建造了妈祖庙。“外地台商来这

里，拜了妈祖泪流满面，觉得昆山台商

太幸福了。”昆山副市长宋德强说。

台商家属在昆山成立了妇女慈

善会，定期组织活动，比如去福利院

给老人剪指甲、洗澡等。江苏龙灯化

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怡秀评价说，

这类活动让台商眷属感到心灵有了

归属，找到了“精神家园”。

“31条惠台措施”：明天
会更好

1994 年郭怡秀随丈夫来到内

地，在南通开办了第一家工厂。

2000年迁到昆山，夫妇二人投资设

立了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2012

年，该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成为第一家在昆山发展壮大后返

回台湾成功上市的台企。

郭怡秀说，“31条惠台措施”许

多已在昆山得到落实，她也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政策利好。例如，公司属于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从25％

变成1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

2017年受到优惠约有1000万元人

民币；符合总部企业的资格还获得了

100万元人民币奖励。

更重要的是，“31条”让她看到

了未来新的发展机遇。“第4条涉及

能源、环保，第12条涉及金融，我都

印象很深，希望在继续做好公司原有

业务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空间。”

据宋德强介绍，“31条惠台措

施”大部分已在昆山实施，2017年在

企业研发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减

免所得税等方面减免台企税费超72

亿元人民币。近日又集中发布了一

系列台企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文

件，涉及企业技术改造、总部经济

等领域。

作为台协会会长，宗绪惠平时接

触大量台商，感觉他们“状态不错”，

大多数认为大陆发展前景光明，希望

“31条”落实更快一点，在昆山这样

的地方可以先行先试。

有观察人士提出，党的十九大提

出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心灵契合，昆山作为产业融合的

先行者，如今正在为两岸心灵相通、

深度融合积极探路。

宗绪惠呼吁，同等待遇不仅是要

享受公平的待遇，也要承担起相应的

责任。台商台胞更多地参与到城市

建设、环境提升等事业中，把自己视

为当地的一员，真正共生、共荣。

“早期登陆内地的台商见证了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印证

了两岸秉承互利合作双赢的精神，

可以打造出令世界骄傲的奇迹。

两岸的经贸和文化合作有待进一

步成长。”台湾长风文教基金会董

事长江宜桦说。

两 岸 经 贸 合 作 创 造 昆 山 奇 迹
江苏昆山市站在产业发展高地，放眼未来，打造台商精神家园，意在成为两岸深度融合新样本。自1990年首家

台企落户，迄今累计批准4903个台资项目，投资总额593亿美元，支撑其多年位居“中国百强县”首位

□ 本报记者 徐 军

路桥沃尔沃小镇位于浙江台

州市路桥区，是首批列入省级特色

小镇名单中唯一的汽车小镇。小

镇以吉利V汽车项目为核心，紧扣

“汽车”和“北欧”两大元素，建设

全国先进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

产、研发、贸易中心，以汽车为主题

的北欧风情旅游休闲基地、宜居城

市新区，打造“现代汽车的标杆地，

汽车文化的体验地和特色风情的

游玩地”。

新奇迹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今年全国两会上，受“吉利集团

入股戴姆勒并将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消息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媒体关注

度持续高涨。

李书福的汽车神话就是从路桥

起步，20年后，又在起点上继续书写

新的汽车奇迹。

2018年1月25日，在寰球汽车

2017年度盛典上，吉利汽车领克01

车型荣获大奖。很荣幸，这是第一次

由中国品牌拿到这个奖。更荣幸的

是，这辆由沃尔沃汽车与吉利汽车联

合开发，中国首个CMA轿车就诞生

在路桥沃尔沃小镇，而且是全球唯一

生产地。

路桥是吉利汽车梦开始的地方，

超前的发展理念和服务环境吸引了

吉利回归。吉利V汽车项目是吉利

汽车与沃尔沃汽车强强联合的首个

CMA平台车型生产基地。2013年

12月，吉利V汽车项目在路桥开工

建设。

2017年3月28日，年产20万辆

整车的吉利V汽车项目竣工。11月

28日领克01汽车上市，在预售抢购

活动中，6000台量产版在137秒内

抢购一空。

新成就
“筑巢引凤”打造制造业高地

特色小镇原本只是一个新概念，

但对于路桥来说，打造一个极具标志

性的汽车小镇，又在传统汽车产业历

史上，写下了厚重一笔。

不负众望，小镇的汽车产业

特色，路桥的汽车梦，正在这块

3.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变得愈来

愈浓。

规划年产6.5万辆沃尔沃旗下

高端新能源汽车项目在2017年开

工建设，将于 2019 年 9 月实现量

产。年产30万辆领克整车项目正

在洽谈中。

双菱集团年产10万套汽车新能

源动力电机项目、重庆安道拓年产

20万套汽车座椅项目、乐金华奥斯

（无锡）有限公司年产15万套汽车保

险杠等，已经进驻小镇汽车零部件产

业基地。

新尝试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小镇之名源于汽车，这里的汽车

整车组装生产线全部由机器人和智能

手操作，展示了高度的现代工业文明。

但，小镇又不仅仅局限于一辆完

整的汽车上。

在这里每个人可以感受到一辆汽

车从零到整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不同

的环节都会涉及别样的技术魅力。

沃尔沃小镇，不仅仅是整车生产

工厂，当地还要在此建汽车主题公

园、汽车创意文化产业园等，要把生

产基地、文化创意、科技研发、工业旅

游、驾驶体验等整合在一起，多种要

素和业态在这里交汇融合、互相激

荡，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过去的一年里，小镇引进20

家汽车行业企业，包括3家世界500

强企业。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当地把小

镇内各项目作为小镇整个产业生态系

统组成部分，统筹规划，实现各引进项

目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通过产业延伸，形成了一个“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产业、文

化、旅游、社区”四位一体的空间载体。

据了解，沃尔沃小镇建成后，将

集聚人口约为3万人，年产值将达

1300亿元，实现税收100亿元，旅游

接待人数30万人次以上。

更让人值得期待的是，建成后的

沃尔沃小镇不仅会向全世界输出一批

又一批的“路桥制造”，还会在“北欧风

情街”上定期举办瑞典文化周、“挪威

森林”音乐节等体现北欧历史文化的

活动，这些极具北欧文化底蕴的活

动都将深深熔铸在小镇的血脉中。

20年前的路桥，诞生了中国第

一台民营汽车，上演了美丽的汽车

神话；今天的路桥沃尔沃小镇，肩负

着光荣的历史使命，正在推动中国

汽车驶向世界各地。

小 镇 演 绎 汽 车 梦
浙江台州路桥区沃尔沃小镇建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研发、贸易中心

湖北武汉开展长江
大保护“五大行动”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商务厅为资

兴经开区企业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同意该

公司投资4.9亿元人民币在柬埔寨西哈

努克市建设柬中金属材料产业园。至

此，资兴市境外投资企业达4家，中方合

同投资额近6亿元。

据了解，柬中金属材料产业园是湖

南省境外“走出去”的重大项目，也是湖

南省第一个境外有色金属园区，由郴州

丰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51%投资

建设。该项目投资总额约4.9 亿人民

币，计划于2019年投产，通过建立国际

一流标准有色金属材料产业园区，实现

柬中有色金属产业的无缝融合，带动柬

埔寨有色金属产业和贵金属工业应用产

业的建设，并帮助湖南有色金属企业联

盟抱团“走出去”。

近年来，湖南资兴市主动对接“一带

一路”，强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该市瞄准

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加大对辖区企业的

信息服务和政策支持力度，构筑对外经

济合作的信息、交流、合作平台，境外投

资工作取得新突破。仅2017年，该市就

新增华信稀贵、耐普电源、大诚中药等3

家境外投资企业，分别在越南、新西兰等

境外国家注册成立了公司并开展贸易

投资等，投资总额达7742万元。

(程 虹 孝 荣 黄 鹏)

湖南资兴4家企业
境外投资6亿元

江苏海江苏海安安：：蚕茧丰收蚕农乐蚕茧丰收蚕农乐
日前，素有“茧丝绸之乡”之称的江苏省海安县蚕茧收购点陆续开秤收购春茧。海安县今年饲养

春蚕8.5万多张，平均张产茧40公斤以上，预计蚕茧产值突破2亿元。图为蚕农在海安县一家蚕茧收

购点展示丰收的蚕茧。 新华社发（徐劲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