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片蓬勃的土地

承担东北地区 90%
以上外贸集装箱运输
的辽宁自贸区大连片
区，推出近百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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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河南省地图，在豫鄂陕三省边

缘的结合部，你才会寻觅到这个“西峡

县”的名称。从区域位置上看，这里是

南阳偏僻的一隅，古时就是秦楚交汇之

地，整个西峡都坐落在伏牛山的沟壑

里。多少年前，这里交通不便，山道弯

弯，发展是相对滞后的，记者曾在30年

前骑自行车沿河南省边界的沙石路采

访来过这里，对山区小县的贫穷依然还

有深刻的印记……今年再访这里，已经

完全看不到昔日的踪迹。美丽的新县

城在昔日的河滩上昂然崛起，“菌、果、

药”三大产业成为主导，工业经济异军

突起，蓬勃的发展势头令人目不暇接、

感叹不已……

□ 何宗渝 王 楚

自动引导小车往复穿梭，将各

种零部件准确运送至加工工位；30

多台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将278

个部件依次组装成完整的驾驶室，

再通过自动传送装置运送到下一个

工序……新华社记者在上汽依维柯

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改造一新的驾

驶室总装组焊车间看到，平均每4分

钟就有1台重型卡车驾驶室下线。

“通过智能化改造，2019年我们

用工减少了20%、生产效率提升了

25%、利润增长了 20%。”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洪彬表示，今年公司将继续推动现

有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并启动二期

扩能，投资约7亿元建设“无人化”的

焊接车间和涂装车间。

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拥有体量

庞大的传统制造业。经济下行压力

之下，向智能化要效益、要出路，成为

重庆众多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突

围”的关键一招。

据重庆市经信委统计，2019年

重庆推动实施了1280个智能化改造

项目，建成14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

工厂，技改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比重

达到40%。根据规划，今年重庆将

继续实施1250项智能化改造项目，

建设1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重庆宇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壳体

的企业，该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副总经

理刘子平介绍说，2019年公司引入

机器人及数控加工设备对笔记本电

脑“上盖”生产线进行了改造，每班工

人从22人减少到8人，工人劳动强

度、产品不良率均明显下降。

“这条线的改造投入大约100万

元，但两班共减员28人，直接减少了

100多万元人工成本。”刘子平说，

2019年公司共投入1000多万元进

行智能化改造，基本当年就以削减的

人工成本抵消了改造成本。“今年我

们计划再投入1400多万元进行设备

改造，以进一步减员增效。”

通过上云上平台实现生产管理

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是重庆推动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

重庆赛之源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就是2019年新增的上云企业之一。

该公司董事长刘昌明说，通过接入阿

里巴巴的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他在

办公室的电脑上就能实时查看物料

消耗、设备运转、仓储物流等生产全

链条的状况。

“比如一台车床今天生产了多少

件产品、一把锉刀累计加工了多少个

齿轮，都一览无余；工人每月结算工

资也不再需要财务人员去逐一核算，

系统上都会自动显示。”刘昌明说，上

云不仅提高了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

还剔除了之前诸多管理上的“灰色地

带”。“我们接入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成本只有100多万元，但从生产管

理方面挖掘的利润空间远远高于成

本投入。”

重庆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工信部评选的十大跨行业跨领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中，有7家已落户重

庆；2019年全市新增9500家企业上

云，本地企业上云数累计达到4.7万

家。根据规划，今年重庆将打造培育

10个有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新增1万家企业上云。

“重庆一直是‘制造重镇’，通过

持续推动智能化改造，未来重庆有望

成为‘智造重镇’！”重庆市经信委主

任陈金山说。

□ 孙仁斌 丁非白 吴子钰

春节将近，地处东北的辽宁瑞

雪皑皑。省会沈阳，洋溢着节日的

气氛。在上海工作的陈志新回乡过

年，让他惊奇的是，回家的飞机上、

城市的商场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越来越多，“沈阳好像变得越来越

‘洋气’了”。

一段时间以来，辽宁全面扩大

对外开放，着力打造东北地区对外

开放的新前沿，一系列务实举措为

这个老工业基地省份踩下快速发展

“油门”，也为其加速转型振兴助力。

开 门

在沈阳生活工作了11年的奥地

利人罗伯特·莫瑟把这里当作他的

第二故乡。不久前，在政府有关部

门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所国际学

校，为在沈阳工作的跨国企业外籍

员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沈阳是一

座好客的城市，现在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办事也越来越方便快捷。”除

了开办学校，在方便外籍人员签证、

就业、驾照申领等方面政府部门也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作为一名“沈

阳通”，他感受着这座城市越来越开

放、包容、自信的成长。

“投资不过山海关”“营商环境

差”“办事效率低”……一段时间以

来，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省份因开放程

度不高，给人以闭塞、落后的印象。

痛定思痛，辽宁决定把扩大开

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打

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黑土地上，一场以开放促振兴

的战役蹄疾步稳迅速推进。

以“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为载

体，向东，辽宁打造东北亚经贸合作

先行区，向西，辽宁建设中东欧“17+

1”经贸合作示范区，“一体两翼”对

外开放新格局逐渐形成，跨境通道

建设势头向好。

陆上，“辽满欧”“辽蒙欧”等跨境

运输大通道如一条条跃动的脉搏，连

通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欧洲腹地。

空中，沈阳至法兰克福、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等空中航线相继恢复

或开通，如一只只鸿雁，为东北大地

和各国之间打开时空之门。

海里，出辽宁、过北极、抵欧洲

的“辽海欧”海上运输大通道，让

亚欧远洋航线行驶里程缩短5000

海里……

2019年，辽宁省对“一带一路”

沿线和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5%和10%左右。

革 故

“软环境”一直是辽宁对外开放

的“短板”。近几年，辽宁省整合内

部资源要素，贸易投资更便利化，外

商对辽宁相对“闭塞”的印象正逐渐

改观。

“对外开放就像打开一扇窗，推

着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到外面去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既是思想的革

新，也反过来让大家审视自身与发

达国家、先进地区的差距。”辽宁省

商务厅副厅长王广利说。

经过对外考察、对标先进，辽宁

自贸试验区不断探索与国际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全面

落实“负面清单+非违规不干预”的

制度设计。

“东北太需要以开放来带动思

想解放和发展方式转变了。”大连市

自贸办专职副主任李汉国深有感触

地说。

承担东北地区90%以上外贸集

装箱运输的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

推出近百项贸易便利化措施。最近

又在全国率先推出“以审代查”和

“非侵入式稽查”等海关稽查创新举

措，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真金白银”。

“扩大对外开放，让我们寻找到

更广阔的市场，也增进了与各国企

业的了解与合作。”东软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说。目前，50

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

与东软医疗建立了合作关系。

辽宁省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

设工程中心主任张震说：“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增进了辽宁与其他国

家的技术、人才交流与互动，为辽宁

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未来辽宁的转型振兴动

力将更加强劲，前景更加广阔。”

鼎 新

2019年辽宁对外开放“成绩单”

分外亮眼：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夏季

达沃斯论坛，承办第五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工作组

会议；沙特阿美、腾讯、华为等国内

外企业纷至沓来……

62岁的辽宁阜新玛瑙雕刻大师

曹志涛对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感同

身受。这几年，到阜新这座“玛瑙之

都”来选购玛瑙的外商和游客多了，

从世界各地进口玛瑙原料的渠道更

便利了，借助对外的文化交流与传

播，他的作品被卖到世界许多国家

和地区。他和儿子成立的玛瑙雕刻

工作室正着手扩大规模，引进更多

人才，推动玛瑙雕刻产业做大做强。

“对外开放是发展的新机遇，也

搭建了一个辽宁与世界互通有无的

平台。”曹志涛说。

2020年的辽宁省两会上，辽宁

省政府对扩大开放做出新擘画：探索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对接蒙古“草

原之路”发展战略、做强做优丹东中

朝边境经济合作区、将沈阳和大连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打造成为东北亚

跨境电子商务双向集散中心……

“投资又过山海关、辽宁再度受

青睐。”辽宁省商务厅厅长宋彦麟

说，这得益于辽宁持续推动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主

动作为，“辽宁有较强的经济基础，

在扩大东北亚开放合作中要发挥主

力军和领头羊作用。”

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所长张万强认为，打造对外开放新前

沿拓宽了辽宁的发展空间，走出去让

企业经风雨、见世面，也让政府主管

部门更好地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缩

小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加速辽宁全面振兴。

对外开放“踩油门”辽宁振兴再提速

重庆智能化改造牵引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今年重庆将实施1250项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1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湖南外贸规模
首次突破4300亿元

本报讯 2019年湖南省进出口总

值4342.2亿元，外贸规模首次突破4300

亿元，比2018年增长41.2%，增速全国

第一。

据长沙海关副关长姜奎介绍，2019

年，湖南省各月进出口值均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除12月增速为4.4%外，其余各

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7月进出口

总值424.1亿元，增速达79%为全年最

高，9月份进出口449.8亿元，创进出口

历史月度最高值。

海关数据显示，湖南民营企业外贸

表现尤为抢眼。姜奎说，2019年湖南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3326 亿 元 ，增 长

56.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6.6%，较

上一年度提升7.6个百分点。

湖南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口业务负责人蒋忠明说，去年通过

对市场形势提前准确预判，及时调整产

品结构和营销策略，并增加对澳大利亚

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使得公司出口形

势良好。

长沙海关分析认为，随着湖南全力

申报创建自贸区，省内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抢抓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

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等，预计

2020年湖南省外贸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 （张玉洁 席 敏）

重庆249个涉税事项
实现全程网上办

本报讯 随着重庆市大力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简化涉税事项流程，目前已实

现249个涉税查询及办理事项全程网上

办理。

为了更有效地服务群众，进一步提

高纳税服务效率、优化纳税服务体验，重

庆市重点推进“智慧税务”建设，打通征

管信息系统、畅通数据交互渠道，实现与

金融、住建、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涉税数

据的互采互用，“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

税为辅、办税大厅兜底”的征收模式逐步

形成。

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加速整合，企业

生产经营信息、发票开具数据聚合，去年

上半年重庆纳税申报实现了“一表集

成”。以企业所得税申报为例，通过自动

提取基础信息、精准识别必填项目、智能

生成申报报表、自动实现数据审核，耗时

由原先的户均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以

内，纳税人申报工作量减轻70%以上。

此外，重庆市税务部门还不断优化

线上、线下税收征管，实现多渠道办税、

全天候办税。据了解，除了线上开通“渝

快办”办税通道、推广微信公众号、支付

宝、金融机构App等掌上应用外，重庆

市还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了7个24小

时自助办税服务厅。

（刘博伟 张 翅）

““兰四代兰四代””视频直视频直播销售播销售
浙江绍兴漓渚镇“85后”青年叶权出自“兰花世家”，他

已是家中种兰的第四代传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向父亲

学习种兰技术，并摸索在电商平台销售兰花，利用图片、视

频直播的方式与各地爱好者分享。“网上刚开始没生意，一

天十多个小时泡在电脑上，我爸还以为我不务正业。”叶权

说，经过几年的经营，现在每到三四月份旺季，他的网店兰

花日均销售额万余元，已经超过了父亲线下的销售额。

“现在市场相对保守，也是行业经历淘洗的过程。”叶

权说，“唯有静下心来、本分养兰，才能走得更远。”

漓渚镇是传统的兰花产区，现有兰花培育基地1000余

亩，专业养兰农户250家，兰花年销售额6000余万元。图

为叶权（右）在自家种植基地向来参观的兰花爱好者介绍

兰花品种。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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