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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上海将进
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
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更好引领长江
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多座城市将合力推进
旅游经济的繁荣发
展，为国内外游客呈
现一个更加美丽、幸
福的长三角。

区域时评

重点推荐

开放结硕果
蓄势再出发

34年前的玉米地上，崛起如今繁

华的大连金普新区；40年前42亿元的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去年跃升到7363.9

亿元。东北开放“龙头”大连，并不满足

于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绩，正在

凝心蓄力，谋划东北振兴的新引领。

6版□ 陈爱平 黄 扬 任垚媞

国庆长假，长三角居民互访热情

升温。我国长三角地区以更高质量

一体化，推进旅游经济繁荣发展，迎

接更多中外游客到访畅游。

长三角持续推进旅游
一体化

10月1日，上海旅游集散总站共

发送游客1926人次、发车59班次。

出游排名前三位的线路方向分别是：

海宁、无锡滨湖、溧阳天目湖。就在

当日总站还预售10月2日~10月7

日的旅游套票13,475张。游客量较

往年明显增长。这是长三角游客互

访热情升温的一个缩影。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旅游专

业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

以来，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继续保持

两位数增长。长三角旅游合作日趋

紧密，并呈现出全域旅游深化推进、

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特点。

从产业合作看，长三角地区旅游

资源互补性强：5A级景区数量占全

国比重超过五分之一，星级饭店占全

国比重超过16%；在2017年中国旅

游集团20强榜单上，长三角地区企

业占比超过半数、达到11家；上海迪

士尼乐园在中国主题乐园行业掀起

了新一轮发展热潮，聚集众多项目的

长三角已成为中国主题乐园产业最

发达、最集聚的地区。

从区域合作看，长三角各城市正

推动旅游资源循环利用、联动开发、

市场共享。在今年上海旅游节开幕

巡游中，就有来自南京、宁波等长三

角7座城市的花车参加，占参演花车

总数的近1/3；在中秋、国庆出行旺

季前后，上海不仅吸引了江苏大丰、

盐城与浙江嵊州等地相继前来推广

旅游资源，更有第二十届中国杭州西

湖国际博览会在沪举行推广活动，以

期吸引更多长三角访客。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贵荣说，加快

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三

角旅游文化自然生态资源加强整合

的需要，是长三角经济提质升级和

加快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长

三角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的需要。

文化是纽带 交通促互访

业内人士分析，长三角地区江

南文化特色鲜明，红色旅游资源丰

富，这为区域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上海旅游集散总站副站长陈琅玛

分析，上海游客对浙江、江苏等地的民

俗文化有极大兴趣，以江南文化为主

题的旅游产品深受上海游客喜欢。

今年中秋假日，总站出发的各条前往

江南古镇的路线最受游客欢迎。

相应的，上海也以江南文化吸引

众多长三角地区游客关注。上海旅

游节期间，沪上江南古典园林桂林公

园举办的“唐韵中秋”主题活动以中

秋节和金秋赏桂习俗为载体，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正成为长三角一体化

的又一重要“纽带”。今年以来，长三

角红色旅游人次增幅在30%以上：

在各大旅游网站上，长三角红色旅游

线路颇受追捧，包括位于上海的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嘉兴市南湖风景名胜区

等，行程以一日游或两日游为主。

长三角地区日益互联互通的交

通系统，则更有助于区域旅游客源的

高效对接。10月1日，连接上海青浦

和江苏昆山的盈淀路通车，曾经的

“断头路”打通，沪苏居民不再需要绕

道而行，出行更为便利。

完善供给深化开发
助力中外游客畅游

据了解，长三角地区还将推出更

多高品质旅游精品、更便利的区域旅

游公共服务，促进中外游客“畅游”。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说，长

三角三省一市——沪苏浙皖已达成

共识，携手提升国际旅游影响力，塑

造一体化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三省

一市将加强旅游资源、市场的联动开

发和共享。

在供给方面，长三角城市将联合

加大旅游政策的研究和探索力度，

设计过境免签、离境退税、跨境消

费等更加便利的旅游政策，提高入

境跨省市旅游的便捷度。长三角

将围绕高铁旅游、江南文化、国际

会展和体育赛事等主题，推出更多

精品旅游路线。

在保障方面，长三角还将加快

实现信息咨询、交通集散、投诉受

理等旅游公共服务的规范统一，加

速推进旅游全领域服务标准化建

设进程。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 11 月将

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长三角以此为契机，积极探

索建立健全中外来宾接待联动机

制与重大展会、节事旅游资源调节

机制。

目前，上海的 8000 多家酒店

中，已有1700余家进入进口博览会

接待的推荐名单，上海旅游主管部

门还联系了江苏苏州、浙江嘉兴两

地，落实共计 16,000 间酒店客房

作为住宿接待后备资源。

业界专家指出，上海将进一步推

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长

三角多座城市将合力推进旅游经济

的繁荣发展，为国内外游客呈现一个

更加美丽、幸福的长三角。

□ 何 伟

千里西江作为珠江主干流，自古

以来就是连接西南和华南的“黄金水

道”。2014年7月，《珠江—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覆

盖人口超过5000万的珠江—西江经

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经过几

年的不懈努力，西江黄金水道开发建

设已显成效，珠江—西江经济带正加

快形成和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
成效初显

在位于广西桂平市、西江水系黔

江河段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工地，数千人正热火朝天施工，左岸

泄水闸、厂房、船闸等主体工程建设

积极推进。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珠江流

域防洪控制性枢纽工程，也是珠江—

西江经济带和“西江亿吨黄金水道”

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广西

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

办主管黄天宝说，工程开工以来截至

今年8月底，累计完成投资161.3亿

元，完成率45.2%，主体工程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工程建成后，将在珠江

流域防洪、水资源配置、提高西江航

运等级、保障澳门及珠江三角洲供水

安全、水生态治理等方面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作为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咽喉

工程，位于西江梧州段的长洲水利枢

纽三四线船闸已经建成。梧州市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西江办主任张远

说，长洲水利枢纽2017年过闸船舶

核 载 量 1.56 亿 吨 ，比 上 年 增 长

33.7%，实载量9880万吨，比上年增

长42.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珠西办

统筹发展处处长林石火说，《珠江—

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出台后，广西

启动实施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

大会战，计划实施项目200个，总投

资6300多亿元，涉及内河水运、水

利、铁路、公路、机场、市政及园区基

础设施等8类工程。目前，一大批重

大项目基本竣工，区域性综合交通运

输枢纽格局初步构建。

合作产业园区建设
如火如荼

在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到处是

一派干事创业的蓬勃景象。国光梧

州产业基地进入厂房主体施工阶段；

中盟中小产业园项目一期主体工程正

加快建设，预计12月底完成；天元超

耐高温柔性材料一号厂房已基本完

成，现代医药产业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是《珠江—

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家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粤桂两省区合作共

建，规划总面积140平方公里，粤桂

双方各70平方公里，致力于打造东

西部合作发展、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的先行示范载体平台。目前，试验区

入驻重点企业达349家。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管委会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试验区按照“强

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要求，全面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入珠三角，

着力开展招商引资，力争更多企业、

项目落户，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打造

“东融”示范平台。今年1月~8月，

试验区两大片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6亿元，同比增长20%。

林石火表示，广西加强与珠江—

西江沿线省份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大

力推进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粤桂（贵

港）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业园、粤港

澳（贺州）现代生态农业合作示范区

建设，共创开放合作新高地。

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梧州市地处粤桂交界处，广西

85％以上河流水量经梧州进入广东

省，共有大小河流397条。梧州市

水利局局长覃振明说：“目前梧州已

全面推行河长制，确保进入广东水

质清洁。”

广西将9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列入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大会

战项目盘子，总投资94亿元。加强

沿岸生态保护，全面启动西江“一干

七支”沿岸生态农业产业带规划建

设，高起点、高水平打造沿江1公里~

2公里创建现代农业标准化清洁生

产示范区，对沿江原有企业进行循环

化、清洁化改造。

据新华社消息，为还群众一江碧

水，粤桂两省区签署协议，携手共治

九洲江流域环境污染问题。仅2017

年，广西就获得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

补偿奖励资金2亿元。通过几年治

理，九洲江水质呈持续改善趋势。自

治区环保厅水环境管理处处长赖春

苗说，两广跨省区监测考核断面（石

角断面）2017年每月水质均达到地表

水三类及以上标准，一些月份达到地

表水二类标准。

自治区环保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8月，西江流域40个断面

均为三类及以上水质，水质优良比例

为100%。

真抓实干推进
新时代东北振兴
□ 欣 华

金秋时节，东北大地洋溢着丰收喜

悦，激荡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

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站在国家

发展大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东北振兴的重

大意义，着眼“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目标任务，提出6个方面的明确要求，为新

时代东北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深入推进新时代东北振兴，要做好

改革创新的大文章。东北发展正处于滚

石上山、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唯有坚定

信心，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

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

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才能蹚

出发展新路子。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

础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从有利于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调动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性等方面完善改革思路，做实改革举

措，释放改革活力；要激发创新驱动内生

动力，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

做优，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

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深入推进新时代东北振兴，要汇聚

开发开放的合力。东北振兴是一盘发展

的大棋，要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

发展新格局。通过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合作，形成

东北地区协同开放合力。“好风凭借力”，

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为依

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使

南北互动起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实现多边合作、

多方共赢；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

源和优势，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

展。发挥好自然区位优势、产业比较优

势、绿色发展优势，东北地区发展就会后

劲十足、行稳致远。

深入推进新时代东北振兴，要着力

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聚焦老百姓的困难

事、操心事、烦心事，加大投资保障力度，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着力做好国有林区、

资源枯竭城市职工安置工作，抓好棚户

区改造，保障好城乡生活困难人员基本

生活，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按

时完成脱贫任务，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东北振

兴的坚强保证。要加强东北地区党的政

治建设，坚持不懈正风反腐，全面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昂扬向上的

社会氛围。领导干部出真招、办实事、求

实效，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真抓实干，新时

代东北振兴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书 写 沿 江 东 向 发 展 大 文 章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新观察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推进旅游经济繁荣发展

江苏南沿江城际
铁路开工建设
10 月 8日，江苏南沿江城

际铁路开工仪式在江苏省常州

市金坛区举行。江苏南沿江城

际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以

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为起点，向

东南与京沪、宁杭铁路形成平

行的三通道，继而向东北沿长

江南岸延伸，终点为在建的沪

通铁路（上海—南通）太仓站。

该线路将新建正线278.53km，

全线共设南京南、句容、金坛、武

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等

8个车站，预计建设工期为4年。

图为施工机械在江苏南沿江城

际铁路开工仪式现场作业。

新华社发（陈 暐 摄）

长三角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中外来宾

接待联动机制与重大展会、节事旅游资源调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