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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视为现代
“西市”的中国（陕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不断加强人
文交流，扩大经济合
作，助力陕西成为中
国对外开放的内陆
新高地，古丝绸之路
上的繁荣景象正在
复兴。

区域杂谈

重点推荐

生态优势金不换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生态

保护有过曲折，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理念，坚定不移地推动绿色发展。截至

目前，广西森林覆盖率达62.31%，居

全国前列；2017年，广西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8.5%。优质的生

态环境不仅成为广西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广西森林旅游接待游客超过

8600万人次，总消费超过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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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乡如何去掉
“宰客”恶名
□ 潘洪其

一些游客把雪乡和东北其他一些

地方做比较，甚至和去日本北海道看雪

做比较，如果当地职能部门和雪乡不能

拿出权威数据证明雪乡不宰客，今年雪

乡旅游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雪乡要通

过明码标价打一场翻身仗，谈何容易？

眼下北方又到了看雪的季节，经过

整改的黑龙江雪乡近日开园，以明码标

价的形式承诺不宰客，并拍摄了相关短

视频进行宣传，以挽回游客的信心。据

央视报道，普通炕位 380 元/天，标准间

880元/天，豪华双人房1580元/天，商务

套房 2580 元/天，节假日可上浮 15%~

30%，各种雪上娱乐项目几乎没有低于

百元的……看到雪乡的明码标价，很多

人都表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这

堪比去日本北海道看雪，明摆着还是在

“宰客”。

在对雪乡“明码天价”的一片惊呼

声之外，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雪乡

明码标出的价格看起来的确比较高，但

毕竟做到了明码标价，和去年被曝光的

价格欺诈、强买强卖等恶性宰客行为有

着明显的不同，不应把整改后的雪乡简

单称之为“宰客”。雪乡“明码标价”到

底有无“宰客”之嫌？雪乡是否“宰客”

到底该如何认定？

1995年1月11日国务院批准、同年

1 月 25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颁行、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的《制止

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明确，某一商品

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差价率和利润

率，不得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

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

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

度，生产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运

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实现

的利润率除外。按照这个规定，雪乡按

明码标价实现的价格水平、差价率和利

润率如果超出了当地同档次服务平均

性价的合理幅度，就应当认定为宰客，

而这需要当地工商、物价等职能部门进

行科学测算才能认定。相较之下，游客

根据直观感觉认为雪乡仍在宰客，这一

判断尽管反映了游客的真实意见，但不

能算是法定的结论。

总体上看，游客和市场对雪乡是充

满善意的，比如，有人针对雪乡项目单

一、旅游旺季只有三个月等不利情况，

建议当地跳出单纯的“价格依赖”，实施

“全域旅游”战略，与周边的旅游资源进

行连接整合，破除供需不平衡的“天花

板”，为游客提供全链条、系统化的旅游

商品和服务，实现旅游业态创新升级。

雪乡应当深刻记取过往的教训，拿出认

真整改、旅游立乡的诚意，并以充分的

善意对待游客和市场的善意，以切实的

整改成果和权威部门的测算数据，证明

自己不再有宰客的动机和行为。

只有这样，雪乡才能彻底去掉“宰

客”的恶名，雪乡旅游才能大有前途。

□ 雷肖霄

盛唐时期，大唐西市万商云集，

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丽，百余

种行业汇集于此，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贸易中心。如今，被视为现代“西

市”的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扩

大经济合作，助力陕西成为中国对

外开放的内陆新高地，古丝绸之路

上的繁荣景象正在复兴。

文化为根 助人文交流

戴上VR眼镜便可穿越历史长

河，重走丝绸之路；通过“数字魔屏”

将汉宫夜宴“复活”，重现汉朝宫廷

文化；利用“透明幻柜”让塑衣式彩

绘跽坐拱手女俑“翩翩起舞”……陕

西自贸区秦汉新城功能区以汉阳

陵、汉延陵等西汉帝陵为依托，利用

互联网、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

（VR）技术，让文物“复活”。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新丝路数字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琳告

诉新华社记者，利用数字化的手段，

将深藏于博物馆中的巨大文物资源

转化为民心相通的有效载体，将文

物资源转化为数字文化产业和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

构建文创产业内生动力，形成产业

新业态，将有效地提升中国声音与

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截至目前，陕西已与18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博物馆达成合作

共识，联手打造智慧博物馆国际合

作交流平台和历史文化研究交流

平台。

此外，陕西在自贸区建设了“丝

路云”网上自贸综合服务平台、“一

带一路”语言能力标准化服务体系

及大数据平台等多个国际交流平

台，同时发起设立信息丝绸之路发

展联盟。截至2017年底，陕西已与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71个省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组织实施了

80多个项目。联合31个国家和地

区128所大学组成新丝绸之路大学

联盟、职教联盟。

内陆为港 促对外开放

“长安号开到哪儿，我们就把业

务拓展到哪儿。”元朝辉是陕西自贸

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区内一家跨

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创始人。他口中

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已经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的“黄金通道”。西安

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主任孙艺民介

绍，今年1月~10月，“长安号”共开

行1036列，重载率99.9%。

除了“长安号”，陕西自贸区依

托航空枢纽打造“空中丝绸之路”，

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共开通赫尔

辛基、巴黎、罗马等国际（地区）航线

58条，开通了至阿姆斯特丹、哈恩、

芝加哥等十余条全货运航线。集公

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丝绸

之路”已经形成。

随着国际运输通道的建成，

陕西企业逐渐开始“产能出海”。

陕汽集团、隆基乐叶光伏、爱菊集

团等陕西企业先后在俄罗斯、伊

朗、马来西亚等国设立生产基地、

分销网络和物流园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形成多点跨区域产

能合作。

作为改革“试验田”，陕西自

贸区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等方

面积极创新：西安海关创新推进

“舱单归并”，提高通关效率；创新

海关税收征管和担保方式，降低

外贸企业经营成本；完善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和企业走出去“一

站式”服务平台，缩短单项业务通

关平均时间。

自贸区的创新与发展释放红

利，吸引了法国赛峰、韩国三星、美

国亚马逊等一批知名企业相继落

户。数据显示，陕西自贸区揭牌至

今新增市场主体27,595家。今年

1 月~9 月，自贸试验区新增企业

10,686家，其中外资企业171家。

货物进出口总额1939.79亿元，占陕

西省进出口总额的75.2%。

农业为本 谋协同发展

两千多年以前，苜蓿、葡萄等农

产品经由古丝绸之路“穿越”风沙而

来，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如

今，我国依托陕西自贸区杨凌功能

区，以农业科技创新为重点，建设

“一带一路”上的现代农业国际合作

中心。

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创新园

是陕西自贸区杨凌功能区与哈萨克

斯坦国际一体化基金合作成立的农

业园区。成立至今，共从国内引种

小麦等6大类48个品种，带动了大

型农机等设备出口。同时，中哈园

研发的冬小麦5号具备抗锈、抗旱、

高产等突出优点，有效推动了中哈

两国农业技术品种合作，促进了两

国农业科技交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处长余劲说，中国超过50%

的国土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丝路

沿线很多国家也是如此，因而与中

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截至今年 10 月，杨凌已先后

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农业

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哈萨克斯

坦等20多个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涉及农业

节水灌溉、花卉苗木种植等多个

领域。

自揭牌以来，杨凌功能区搭建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等

平台支持涉农企业“走出去”。除了

支持企业开办海外农业国际合作园

区，杨凌还创新国际农业科技教育

交流合作机制，成立丝绸之路农业

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整合“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涉农企

业、教育机构、农业产业服务机构等

资源，形成了农业国际合作的市场

化运作体系。

陕西柞水至山阳陕西柞水至山阳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即将通车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交通建设

集团公司了解到，陕西柞水至山阳

高速公路已全线贯通即将通车。据

介绍，（柞）水（山）阳高速公路全长

78.8公里，开通后将实现包茂高速、

福银高速在陕南商洛地区的连接，

开辟出秦岭南麓的一条横向高速大

通道，对完善陕西高速公路路网结

构、促进陕南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山

区群众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图

为水阳高速公路与福银高速公路相

接的枢纽互通式立交。

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 陈文广 高文成

邵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以活

跃的民营经济而著称，以敢为敢闯的

“邵商”而闻名。

2017年，湖南全省经济强县排

名中，邵东位居第四；全县近10万人

在东盟等地区经商；依托30多个专

业市场、200多条物流线路、300多

家自营进出口企业、2000多个海外

销售平台，打火机、学生箱包、五金小

套件等商品畅销国内外……

“逼、带、闯”发展起步

到过邵东的人，总是伴随着这样

的困惑：邵东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何

以物阜民丰，繁荣如斯？邵东不临

海、不沿江，又无特殊政策优惠，民营

经济发展何以异军突起，扶摇直上？

带着这些困惑，新华社记者赶赴邵

东，试图理清邵东民营经济的发展脉

络和背后原因。

“这40多年，邵东民营经济的

发展可以说是逼出来、带出来、闯出

来的。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的

生意经历了三代，有着从‘挑箩摆

摊’到‘布局海外’而逐步壮大的一

个过程。”坐在邵东县的家里，老挝

万象市博昇进出口有限公司法人李

朝晖说起邵东民营经济的发展，关

不住话匣子。

虽然成了民营企业主，并将企

业办到了老挝，但现年 51 岁的

李朝晖依然难脱农民的质朴本色，

并不高大的身材显得格外敦实，两

串钥匙一左一右挂在腰间，走起路

来，钥匙晃动声与脚步声合在一

起，响动不小。

“我和父亲本质上都是‘洗脚上

岸’的农民，走上做生意的路，既有

自身原因也有时代背景。”李朝晖告

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父亲就曾

因拿大米换土豆赚差价，被定性为

“投机倒把分子”，受到打击。直到

改革开放后，父亲从家庭作坊式小

生意开始一步步做起，慢慢走出国

门。20世纪90年代，自己也追随父

亲去老挝闯荡，摆摊贩卖邵东产的

箱包、服装。

李朝晖说，随着生意做大，如

今，自家在老挝的公司已经交给了

儿子经营，自己则回到了邵东老

家。除了做钢构、红木家具等生意

外，他还在编写《邵东人闯老挝》的

书稿。在这本书稿中，已有 20 多

名邵东民营企业主的故事被收录

其中。

对于他们，李朝晖写道：“早期闯

荡老挝的邵东人，无雄厚资金，无特

长技艺，凭的就是敏捷的商业思维和

一腔创业热血。他们肩扛手提，跋山

涉水，以这种最原始最艰辛的方式，

蚂蚁搬家一般，将小五金等‘邵东制

造’推出国门。”

“引、回、建”质量升级

邵东商人的闯荡，让邵东商品

的海外市场日益壮大，而如何将“邵

东制造”提质升级，成了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邵东县经济和科技信息

化局副局长杨飞明介绍，近些年，不

少先前走出国门的邵东商人，在“引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政策的感召

下，重新回到了邵东。其中，泰国湖

南商会创始人兼会长刘纯鹰就是典

型代表。

记者了解到，在邵东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下，2012年，刘纯鹰回到邵

东创建了箱包服装加工贸易出口基

地，并于2014年创办了邵东县隆源

中小企业创业中心。

“通过标准化厂房建设和先进技

术引进，只要是来园区考察的外商，

很少有不给我们下订单的。”刘纯鹰

介绍，如今，邵东县隆源中小企业创

业中心已经集聚了40多家自营出口

企业，与之配套的布匹市场、拉链厂、

五金电镀中心、缝制设备厂和皮具工

贸园区等逐步建成，形成了完善的产

业链。

“从李朝晖、刘纯鹰等人的经

历可以看到，这些年，立足于传统

产业，邵东商人走过了一条从挑箩

摆摊、前店后厂、走出国门，再到建

专业市场、产业园区的路子。”邵东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星照说，如今

的邵东县更加注重产业的智能化

升级。

邓星照表示，随着智能制造

技术研究院、快速加工中心、3D打

印服务中心、博士工作站等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在邵东相继建成，邵东

全县 6 万家民营企业依靠“智造”

力量，正在跑出新时代邵东发展

加速度。

织密交流纽带 共谋经济发展
—— 陕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纪实

从“ 挑 箩 摆 摊”到“ 布 局 海 外”
—— 湖南邵东民营经济40年变迁之路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