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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率先面临城市

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资金和规划是老化基

础设施更新的核心要素，如何拓宽筹资、融资

方式，科学合理确定基础设施更新计划，国外

城市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亚特兰大：整体规划，科学制定基础设施

更新计划；洛杉矶：韧性筛查，确定基础设施

投资优先序；纽约：动员企业力量，多渠道筹

措更新资金；匹兹堡：土地空间潜力挖掘，更

新提供战略投资。

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的
国际经验借鉴

6版

经过多年努力，无锡已初步走出一条
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
核心的产业强市道路。一座以实体
经济起家的城市，终将依靠实体经济
“走向未来”。

□ 本报记者 王 敏

提到沈阳辽中区，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香糯的康森留芽大米、甜脆

的寒富苹果、肉细味美的鲫鱼、香沁

心脾的葡萄、娇艳撩人的玫瑰花

儿……近年来，这一个个极具辽中

特色的响亮农业品牌，已经竞相抢

占了全国的市场，甚至有的已漂洋

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这些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品牌形成，

离不开辽中农业品质的大幅度提

升、产业规模的壮大、市场销路的拓

宽，但究其根源，是辽中在转型发展

中全面发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取

得的硕果。

品牌强农 提升农业质量

2017 年，辽中区粮食产量达

60.9万吨，粮食安全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农业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

持续增长。据了解，自2013年以

来，辽中区大力开展农业粮食高产

创建活动，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优化粮食作物结构，转变粮食生产

方式，累计完成部级、省级高产创建

示范区102个，市级示范区8个，粮

食作物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

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

辽中区作为沈阳市重要的蔬菜

生产基地，设施蔬菜产业成绩斐

然。2017 年，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13.2万亩，建成了5个国家级蔬菜

标准园和1个蔬菜种苗繁育中心，

蔬菜产量达78.8万吨，设施蔬菜产

量64万吨，露地蔬菜产量14.8 万

吨。设施蔬菜收入占当地农民人均

收入近30%，成为辽中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2016年，农业部公布了全国首

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区），辽中区榜上有名，

成为辽宁唯一一家实现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区。辽中农

业机械化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五年

争取上级农机补贴资金1.82亿元。

截至2017年，全区农机总动力达到

57.9万千瓦，拥有拖拉机9287台、

联合收获机械1165台、配套农机

具12,556台（套）、插秧机2015台，

主要农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

生态惠农 助力乡村振兴

辽中区在淡水养殖方面严格提

出了生态健康水产养殖，率先在水

产养殖中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智

慧水产在线监测。2017年水产品

产量达11.3万吨，全区淡水鱼精养

水面8万亩，鮰鱼、黑鱼、武昌鱼、黄

金鲫鱼等名优品种养殖面积5.35万

亩，建设了300亩稻蟹生态综合种

养示范基地，7个品种通过无公害水

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认证面

积达到15,953亩。

大力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

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余万

元。2014年，辽中区农产品检测中

心通过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双认证”，被辽宁省农委评为投入

品监管示范县。2017年，辽中区完

成农产品定量检测样本700个、定

性检测样本15,200个，检测密度比

2016年增加了一倍。

5年来，辽中区未发生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连续多年被沈阳

市农委评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绩效考

核先进单位。37 家农事企业、20

余个品种农产品通过“三品认证”，

累计完成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

105万亩，认证率达到75%。辽中

大米—康森留芽米荣获农业部组

织的《2017 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

公共品牌》全国第16名，全省排名

第一。

科技富农 创新产业融合

辽中区积极打好科技富农这张

牌，引进了沈阳农业大学辽中水稻

试验站暨院士工作站，建立了水产

养殖试验室，与科研院所合作，完成

试验示范项目75个，引进新品种32

个，推广新技术10项。实施了农业

部蔬菜减肥增效项目、辽宁省耕地

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项目和辽宁省

秸秆生物炭产业技术集成示范等一

批技术推广项目。实现了测土配方

施肥130万亩耕地全覆盖，在全省

率先开通了12582测土配方施肥手

机信息系统。

辽中区一二产业加速融合，大

力推进玉米、大米、苹果等主要农产

品精深加工项目招商，先后引进了

投资2.5亿元的沈阳威云寒富苹果

深加工项目、投资10亿元的辽宁康

森粮食集团30万吨留芽米生产基

地项目、德丰清真肉牛屠宰项目、投

资2亿元的海泉风雷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发展到

25家。

依托资源优势，狠抓休闲农业，

大力发展果蔬采摘、生态观光、休

闲垂钓、温泉度假等休闲观光农业

项目。目前，辽中休闲农业从业人

员达1626人，休闲农业每年接待人

数达56万人次，年实现产值6389

万元。

全 面 发 力 争 做 现 代 农 业 排 头 兵

□ 陈康令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表

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要发扬“海

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

上海城市精神，立足上海实际，借鉴世界大

城市发展经验，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

上海的改革中，有中国探索的脚步。改

革开放40年来，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

重要的改革，常在上海先行先试。如5年前，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成立。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6

月底，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5.6万家，

近年新设企业数是前 20 年同一区域企业数

的 1.5 倍，其中新设外资企业超过 1 万多

家。累计实到外资 230 亿美元。上海进行

了成功试验，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正在各地

自贸区推广。

上海的开放里，有中国开放的影子。上

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引领中国开

放风气之先。上海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

其开放品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

尤其今年，上海出台了“扩大开放100条”的

措施来促进对外开放，展现了上海向世界敞

开大门的信心。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

成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提升城市地位

的重要一步。进博会落户上海，可以说是“水

到渠成”，上海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人文底

蕴、基础设施条件都堪此大任。也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底气，上海才能郑重承诺，让进博会

“永不落幕”（打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6

天+365天”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开放、创

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

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是中国着眼于推动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体现

了中国的开放、创新、包容。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上海有底气继

续中流击水、勇立潮头。位于中国漫长海岸

线中心这个黄金位置的上海，更应在对外开

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带动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和其他的国家战略一起，进一

步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

的重要作用，中国决定，一是增设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二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三是支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世界聚焦中

国，聚焦上海，本质上因为，在世界经济充满

不确定性因素的时代，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

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不断改革开放的中

国让人踏实，给人希望。世界希望，在“新时

代，共享未来”。

一座城市
有一座城市的品格

沈阳辽中区成为辽宁唯一一家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区。
37家农事企业、20余个品种农产品通过“三品认证”

□ 张展鹏 眭黎曦

13 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25家入围中国制造业500强、

20家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这是“无锡军团”的最新成绩单。

无锡素有“太湖佳绝处”“运河

水弄堂”之称，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工

商业和现代乡镇工业的发祥地。“实

业报国”的精神在一代代企业家中

传承，如太湖和运河水般浸润着这

座城市。

持续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11月2日，中国质量奖颁奖活

动在北京举行，江苏阳光集团成为

全国毛纺行业唯一获评企业。公司

2017年销售收入381亿元，利税总

额36亿元，具备平均每天50多个面

料新品的研发能力。

据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介

绍，公司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

家级技术中心等，共承担54项国家

科研项目的攻关，累计申报各类专

利1837项，获授权专利997项。

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产业更

是力求精进。新华社记者在华进半

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

司看到，研发人员正集中力量攻关

“集成电路和硅光子芯片共封装技

术开发”等项目。公司副总经理秦

舒说，这些技术是我国的短板，如能

突破可以为国家光电集成、光模块、

光通信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阳光和华进是无锡众多企业的

缩影。无锡去年GDP突破一万亿

元，重视实业、注重创新是其经济社

会发展倚重的根基。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加

大智能化改造力度，万锭用工人数

降至20人以下、为行业平均水平的

1/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打

造云远程监控平台等四大平台，入

选首批“中国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无锡雪浪数制科技有限公司建

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全

方位的数字化升级。

得益于企业集群持续创新、提

质增效，无锡在前三季度各地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12个

主要经济指标有10个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其中GDP同比增长

7.4％，保持全省第二；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5％，居全省第一。

及时纠偏重振产业雄风

在聚焦实业的路上，无锡一度

跑偏。作为东部地区，无锡较早遇

到传统增长动力减弱、资源环境约

束趋紧、区域发展不够协调等问题，

2014年之前GDP增速连年下滑，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6年在省内

垫底。

多位企业家提到，无锡产业一

度出现“脱实向虚”的苗头，直到

2015年 8月喊出“产业强市”的口

号，才逐步回到正轨——构建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

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

产业发展体系。

增活力、降成本、优环境是无锡

的“组合拳”。“十三五”期间安排不

低于 200亿元的现代产业发展资

金，支持龙头骨干企业、高成长性企

业和小微企业，截至目前已兑现

131亿元。此外，出台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的32条政策举措，每年

降低成本逾200亿元。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金吕感慨道，大家感到“做实业

不吃亏”，自然能调整心态，继续专

注科技创新。透平叶片用了40年

时间，研制核电叶片、燃气轮机与航

空发动机叶片等高端动力部件，大

叶片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0％。

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2018

年入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和

“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相关负

责人说，无锡建成国家超级计算无

锡中心、省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中

心等一批重大创新载体，让科技型

企业可以安心在此发展。

厚待人才形成不竭动力

无锡主要负责人认为，无锡土

地资源接近极限、环境容量逼近红

线、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单靠大投

入、大引进、大模仿的增长路径难以

为继，必须依靠科技人才，瞄准“专、

精、尖”，加快发展特色新兴产业。

出于这样的发展理念，无锡在

全国率先推出科技人才方面的一系

列举措：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建立

重点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设立科技

创新重大专项、打造科技园区平台、

完善孵化成长平台……

据无锡市科技局局长孙海东介

绍，无锡拥有人才总量达160万人，

其中高层次人才突破11万人，包括

245个“千人计划”专家。去年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2.83％，其中90％来自企业。

2017年无锡被评为全国工业

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对

此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

海江评价说，作为老牌工业城市，无

锡一直以实业为本，在创新方面孜孜

以求，这样的氛围勉励企业家在商业

模式、技术产品等方面不断创新。

相关人士提出，经过多年努力，

无锡已初步走出一条以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核心的产

业强市道路。一座以实体经济起

家的城市，终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

未来”。

无锡：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13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25家入围中国制造业500强、

20家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图为技术人员在无锡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的机房内查看系统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