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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快讯

随着我国开放的日益
深入，天津开发区外
资产业结构逐步优
化，聚焦高精尖项目，
吸引外资走向“选资
时代”。2017年，天津
开发区高技术制造业
产值占全区比重同比
提高3.3个百分点。

□ 邵香云 毛振华 郭方达

曾经，这里是一片寸草不

生的盐碱滩，1984年，伴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最早的一

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开发区在这里诞生。两年

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这里提笔写下“开发区大有

希望”，揭开了中国以国家级开

发区为载体吸引外资加快发展

的序幕。

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34年时光荏苒，如今盐

碱滩上崛起的这座新城，成为

中国经济规模最大、外向型程

度最高、综合投资环境最优的

国家级开发区之一，成为吸引

外资的前沿阵地，见证着中国

改革开放发展的不凡历程。

“筑巢引凤”创新
探索打造外资聚集区

创业伊始，寸草不生的盐

碱荒滩，连条路都没有，地处渤

海湾西侧的天津开发区在这片

盐碱地上吸引外资谈何容易。

天津开发区最早的开拓者

之一、天津市原副市长叶迪生

回忆当年创业的艰辛感慨万

千：“刚刚起步时，开发面积仅

有40多万平方米，工厂20多

家，总投资才2000多万美元。”

从基础设施到投资环境，

改革先行者们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一个脚印，在探索中前行。

“汲取国外各种特殊经济

区和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

经验，在管理体制、开发模式、

土地利用等诸多方面不断创

新。”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东水告诉新华社记者。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几番艰辛，1992年摩托罗

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在天津开

发区注册成立。之后，丰田汽

车、三星、诺和诺德等一批知名

外资企业相继落地生根。

1994 年就进入中国并在

此建厂的德国独资企业SEW

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张胜利庆

幸当初的选择。20多年来，该

企业营业额从3000万元扩大

到65亿元。

“无论是投资环境、政府支

持力度还是当地的机械制造业

的配套设施和各种资源，都很

给力。”张胜利说。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郑

伟铭说：“天津开发区率先打造

与国际接轨的投资环境，在全

国创造了很多经验，在利用外

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不停歇，开放不止

步。截至目前，作为滨海新区

的重要经济功能区之一，天津

开发区累计引进55个国家和

地区外资项目5663个，累计实

际使用外资559亿美元。117

个《财富》500强跨国公司在开

发区投资了390个项目。

最近，商务部公布了对全

国219个国家级开发区全面系

统的考核评价，天津开发区在

产业基础、利用外资、对外贸易

等多项指标上，在所有国家级

开发区中保持领先地位。

“专家＋管家”贴心
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外资企业在

中国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规模总投资高达195亿元

的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在天

津开发区开工建设已有两年。

按照规划，该基地占地面积

108.1万平方米，投产后预计年

产轿车30万辆。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

兼CEO海兹曼表示，之所以落

户开发区发展，与区域完善的

配套及优越的投资服务环境密

不可分。

这些年，天津开发区及其

所在的滨海新区积极推进多部

门联合办公，搭建“淘宝式”行

政审批服务平台以及实施人才

绿卡制度等措施，积极营造重

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氛围。

PPG涂料（天津）有限公司

1994年进入天津开发区，如今

已是PPG亚太区总经理的延彩

明是当初的第一批员工。她直

言：“把投资者放在第一位，有

任何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不

用你到处去跑，为外资服务的

理念最终促成我们在这里发展

壮大。”

大批外资企业的涌入也促

使天津开发区充分考虑外资企

业的管理和诉求，不断改善营

商环境。

刘东水说，“双万双服”之

下近万名干部点对点服务企

业，推动了GE智能制造技术中

心落户、一汽丰田新车型等增

资扩产。“专家＋管家”的服务

体系，及时解决外资企业面临

的困难。

良性互动不仅带动了外资

企业自身的发展，也给企业提

供了反哺的机会。

高效的整车流水线，工人

们有条不紊地装配，在天津一

汽丰田泰达工厂的第二总装车

间里，这里平均每74秒便有一

台整车下线。

“2017年利税95亿元。依

照行业经验，一汽丰田的一个

员工能拉动上下游20个左右

的就业岗位。”天津一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刚说。

扩大开放聚焦前沿
着力培育精尖项目

随着我国开放的日益深

入，天津开发区外资产业结构

逐步优化，聚焦高精尖项目，吸

引外资走向“选资时代”。2017

年，天津开发区高技术制造业

产值占全区比重同比提高3.3

个百分点。

“过去对技术和设备依赖

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

经逐步被低能耗、高附加值的

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替

代，抬高‘绿色门槛’。”郑伟铭

介绍。

其中，以一汽丰田、一汽大

众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以三星

集团为代表的电子产业以及以

中沙石化为代表的石化、新材

料等产业产值均超过1000亿

元，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的产

业产值均超过500亿元。

此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不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看到了

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

“今后中国在高科技创

新、智能制造等领域将会给

我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张胜利说。

浙江东阳：扮靓城市夜景 打造城市新景观
近日，浙江省东阳市的“夜游东阳”灯光夜景项目正式启动。每当夜幕降临，位于市区的东阳江

两岸亮起璀璨灯光，成为集休憩观景、文化娱乐于一身的城市新景观，吸引市民游客前往游览观赏。

图为以电能驱动的画舫行驶在东阳江中。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 裘一佼 周琳子 施佳琦

初到浙江苍南县龙港镇，

我们惊讶于它更像一座“城”。

就连它的面积和人口也显示出

城市的样貌——辖区面积从

1984年建镇时的7.2平方公里

扩到如今的191.6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从8000余人增至37.87

万人。

这让人好奇：龙港镇，“城”

自何处来？

龙港建城顺乎民意

今年80岁的陈定模，是苍

南县龙港镇第一任党委书记，

他给出第一个回答：“龙港建

城，顺应群众意愿、改善群众

生活。”

龙港的发展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上世纪80

年代初，还是一个小渔村的龙

港在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

度改革，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

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

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打开

了口子，一大批来自周边地区

的“万元户”在龙港集资建城，

“做一个城里人”——众多农

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就这样被

激发。

30多年过去了，“农民城”

里一排排“通天楼”已是沧桑斑

驳。当壮举成为历史，龙港面

临要素配置、管理能力、执法权

限和生活品质等自身无法克服

的难题。

2014年底，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号角声中，龙港成为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仅

有的两个镇级试点之一。

龙港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为突破口，实现管理创新和治

理能力提升，41个镇级机构整

合为15个大部门，在没有增加

人员的情况下，有效承接苍南

县下放的1575项事项，基本实

现“小政府大服务”。

粗放发展适时转型

“从建‘农民城’到构建现

代城市管理架构，我们期待，龙

港再次在中国城乡发展史上写

下浓重一笔。”陈定模说。

入夜，在鳌江畔的外滩眺

望，车水马龙、炫彩灯光，龙港丝

毫不比大城市逊色。“龙港的成

长绝不只是体量，更多的是内

涵。”长年在城建和规划部门工

作的徐安达，说出第二个回答。

建于上世纪末的外滩广

场，正是徐安达参与规划设计

的城市公园。“‘农民城’一度被

认为粗放发展、没有品质，龙港

千方百计摆脱这一形象。”徐安

达回忆。1999年，在龙港建镇

15周年时，外滩广场上200架钢

琴联弹的场面打破世界吉尼斯

纪录，成为龙港人的集体记忆。

其实，在龙港发生的很多

事情都能成为新闻，比如温州

首个镇级体育馆、污水处理厂，

全省首家镇级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首家镇级麦当劳餐厅，全国

首条镇级地下人防商业街……

城市在很多“首个”中丰盈。龙

港建镇后的5次城市总体规划，

均邀请国内知名设计院操刀，

为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继续领

跑全国。

“龙港是不甘心流于平庸，

要创造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徐

安达说。近期，四座跨江大桥，

甬台温高速复线，客运中心、城

市公园、体育馆、高级中学等一

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再

次为龙港人的城市梦注入更多

色彩。

新城建设寄托梦想

龙港人眼下最大的“梦”，

就是龙港新城。在当地人的极

力推荐下，《浙江日报》记者沿

着世纪大道一路向东，去看“新

城”。茫茫东海之上，一片平整

的陆地，从鳌江口一直向东延

伸，似乎与天空相接。

“敢想、敢闯、敢于试验，龙

港有独特的城市精神，注定要

继续向前奔跑。”龙港新城开发

建设管委会总工程师章圣伦，

给出第三个回答。在他身后，

一幢幢高楼在曾经的滩涂上拔

地而起，恍然间让人重见建镇

时的火热场景。

龙港新城总规划面积106

平方公里，首期30平方公里，目

标是集聚周边20万人口，龙港

人称它为“新大陆”。他们从多

年的“造城”历程中汲取经验，

老城区未能落地的高等职业教

育、创意产业、港区经济、休闲

旅游、现代农业将在新城大显

身手，建一座吸引人、留住人、

造福人的城镇。

从鳌江转到东海，龙港的

眼界愈发辽阔。“今天的龙港，

多了一份稳重和从容，我们看

好未来，城市梦永不停歇。”章

圣伦说。

本报讯 76个产业项目、

总投资额2956亿元，正在沈阳

举行的“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峰会”上，来自全国各地

的民营企业与辽宁有关方面签

约投资项目，再现“资本竞相闯

关东”的新气象。

今年1月~7月，辽宁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0.4％，其中民

间投资继续回升，增幅达12.3％。

越来越多的民企增加在辽宁投

资，助推老工业基地振兴。

“传化集团正加速在辽宁投

资布局，传化网辽宁项目已投入

运营，沈阳等地的物流总部项目

也在积极推进。”传化集团董事

长徐冠巨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月星集团董事长丁佐宏

看来，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进和营商环境的日益改善，为

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商机。

民间投资在辽宁商业新零售、文

旅产业、对外贸易、物流运输等

新领域进一步“施展拳脚”。

点击京东的手机App，轻

触屏幕后，桃李面包、不老林糖

果、沟帮子熏鸡……这些辽宁

特产就可通过发达的物流体

系，走出辽宁、走向全国。据京

东集团副总裁龙宝正介绍，京

东发挥互联网平台和运营优

势，开展“辽宁特产上京东”，并

与东港市政府连续两年大力推

广东港草莓，让种植农户增收

1500万元。

据介绍，在京东沈阳“亚洲

一号”正式投入运营后，储存能

力达2500万件，同步实现辽宁

省内大件物流网、中小件物流

网配送全境覆盖，省内7个主

要城市实现冷链配送全温层网

络覆盖。

随着越来越多千亿级、百

亿级的重大民间投资项目在辽

宁落地生根，已经佐证了市场

对东北的信心之变。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轶鹏说：“我

们计划2019年再投资9.6亿元

建设东北酸奶生产基地，引进

14条国内外先进的酸奶生产

线及加工技术。”

据初步统计，伊利集团、圣

丰集团等12家民营企业在辽

宁投资落地项目已有12个，到

位资金172.12亿元，今年年底

前还将落地5个项目。

（石庆伟 于也童）

本报讯 为深化互联网和

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江西省日前出台相关

文件，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

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

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到2025

年，建成较为完善的工业互联网

网络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

根据江西省政府关于深化

“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实施意见，到2020

年，全省工业集聚区光纤宽带

和窄带物联网(NB-IoT)、增强

机器类通信(eMTC)、4G/5G等

移动物联网网络将基本实现全

覆盖，初步构建标识解析体系。

与此同时，江西将培育

2 个~3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和

20家以上工业互联网服务商，

引导带动20，000家企业上云

上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达

到百万台以上；推动2000家以

上工业企业深度应用工业互联

网新技术、新模式，实施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初步建立较为完备可靠的工业

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在此基础上，江西计划到

2025年，实现 IPv6（互联网协

议第6版）、工业无源光网络

（PON）、工业无线等网络技术及

5G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普遍

应用；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

系，形成3个~5个工业互联网

平台和50家以上工业互联网服

务商，上云上平台企业数量达

到50,00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

量超千万台。 （吴锺昊）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都市梦想不断升级
—— 浙江龙港寻“城”记

盐碱滩上崛起外资高地
——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开发区以外资撬动发展纪实

辽宁民间投资回升助推老工业基地振兴

江西深化互联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

湖北保康：水稻开镰收割
近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水稻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到处是

繁忙的丰收景象。图为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

田间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杨 韬 摄）

本报讯 通过云计算应用

促工业企业转型，将成为甘肃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举措。新华社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甘肃省工业企业上云推进会

上了解到，到2020年，甘肃将

推动20,000余户工业企业上

云，以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据了解，甘肃工业企业上

云，将以工业云、政务云、金融

云等重点行业领域为切入点，

在工业互联网、电子政务、银行

保险、轨道交通等领域推广应

用服务，促进以云计算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

融合。甘肃省工信委副主任王

海峰说，将逐步推动企业从资

源上云向管理上云、业务上云、

数据上云升级，逐步实现云计

算深度应用。

甘肃省工信委介绍，甘肃

省工业企业上云，包括数据库、

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平台、软件

开发平台、人工智能平台等服

务，以及协同办公、经营管理、

运营管理、研发设计、生产控制、

智能应用等服务，通过上云降低

企业运行维护成本、降低生产过

程浪费、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

提高生产效率及设备的利用效

率，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据了解，中国联通将为甘

肃省工业企业上云提供服

务。中国联通甘肃分公司总经

理刘炳坤说，甘肃联通将综合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技术，构建“云网一体”的

新网络。 （连振祥）

甘肃将有２万余户工业企业上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