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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台

区域动态

汕头以侨为“桥”
积极拓展与东南亚经贸合作

孝感：污水变清流，交出人居环境“高分卷”

山西上半年经济增长4.7%

新疆其亚20万吨金属硅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南宁南宁：：上上横高速公路建设忙横高速公路建设忙
日前，广西上横高速公路（广西上林县至横州市）项目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中，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据了解，上横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年）》中“1环12横13纵25联”布局方案中的联16线，

连通广西南宁市上林、宾阳、横县（横州市）三县，是接入南宁至玉林高速公路，形成通过南玉高速通往粤港澳大湾区

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对完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路网结构，强化南宁辐射带动作用以及推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均

具有重要意义。图为在施工中的上横高速公路。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 胡玉林 张双双

绿草茵茵，一泓清水哗哗作响。

连日来，在湖北省孝感市多处乡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乡镇生活污水变成清

水排入河流的美丽“蜕变”接连上演。

治理破题
全覆盖推进

回想起乡镇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前的排放现状，在湖北省孝感市下辖

的县级市应城，乡镇污水工作专班负

责人孙宇凌深有感触地说，以前，乡

镇生活污水都是通过明渠或暗渠排

放，污染了河道。特别是夏天，蚊蝇

滋生、气味难闻。

令孙宇凌印象深刻的是，应城三

合镇一个村庄的户管点附近以前是一

条污水沟，尽管夏天闷热，居民也不敢

开门通风。如今，项目完工后，居民的

门都打开了，夏天纳凉好不惬意。

改变这一切的，正是应城各乡镇

污水治理厂的相继投用。

2017年以来，孝感按照湖北推

进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要求，全面

推进乡镇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并

确定以县（市、区）为实施主体，打捆

新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整体思路，

逐步向所有建制乡镇铺开。

为全力推进乡镇污水治理设施全

覆盖，2018年，孝感市政府成立“四个

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指挥部，下设乡

镇污水治理指挥部，制定《乡镇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并将乡镇污水

治理列入38项重点工作，纳入市政府

“五化管理”平台进行督办管理。

孙宇凌表示，与城区不同，乡镇

人口季节性流动大，常住人口与户籍

人口有很大差别，房屋朝向各异，协

调工作难度大，项目最大的难点便是

建设规模的确定。

从破解难点入手，应城组织项目

公司、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乡镇经

过充分调查，结合乡镇特征制定了支

户管建设方案，充分调动乡镇、社区

队伍力量，加快支户管建设进度。打

造样板，示范推进。指导各地选择分

散住户、集中小区、企事业单位等不同

类型排水户开展样板示范，分类确定

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组织方式；多措

并举，控制COD（化学需氧量）浓度。

扎实开展雨污分流改造、乡镇“厕所革

命”，抓好污水源头一级处理，确保

COD浓度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如今，应城所有乡镇污水处理

厂、收集主支管网、入户管建设已全

部完成，进入正式运行状态。

位于孝感主城区的孝南区，乡镇

污水处理成绩同样是可圈可点。6月

25日，湖北省住建厅发布2023年1~

5月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考核情况

通报，孝南区住建局位居全省第二。

据介绍，近年来，孝南区把乡镇

生活污水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

抓，大力实施“提质增效”工程，推动

乡镇生活污水厂规范管理、稳定运

行，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各项指标持续

保持全省前列。

智慧监管
高效率运行

“厂区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级A

标准，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在应城市

杨河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负责厂区运

营的诺卫环境技术（应城）有限公司

厂长魏志刚介绍，村民的生活污水通

过管网自流，首先进入到污水处理厂

的格栅池中，经过格栅的过滤，流入

调节池，最后经过消毒器注入清水池

中便可达标排放。

在另一侧的出水口，污水经过处

理已变得清澈，潺潺流入旁边的漳

河。漳河内野鸭戏水、居民闲钓，一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跃

然眼前。

这一和谐画面的出现离不开污

水治理项目的正常稳定运营。在杨

河镇污水处理厂，厂长魏志刚每天必

须要做的工作有数据监察、取水样、

填写报表等。

“污水处理厂运营是专业领域，

专业事就得专业人干！”孙宇凌介绍，

应城乡镇污水处理厂都交由专业的

环保公司运营，后期的运行监管、绩

效考核等工作则由政府部门负责。

与应城相同，全市所有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全部建成并稳定转入第

三方运营。

为确保运营主体、监管主体各方

责任得以真正落实，孝感积极探索智

慧在线监控机制，每个县市区集中建

设远程控制，每座污水处理厂都配套

建设在线监测设施，确保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得到适时监管控制，防止污水

不经处理排放。同时，启动乡镇生活

污水治理绩效考核，将各项排放指

标、污水处理量、运行负荷率、运行状

况等纳入考核考评体系，并根据考核

情况进行付费。

在位于应城市郎君镇的诺卫环

境公司中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显示

屏上调看数据，包括杨河镇在内的

11个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的每道工序

都一目了然。通过共享信息平台，在

应城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指挥部，也可实时对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数据进行在线监控。同时，各项指

标和运行情况还会自动上传至湖北

省乡镇污水治理信息平台。

“一旦有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发

出警报。”魏志刚介绍，通常在数据显

现异常趋势的时候，技术人员就会干

预，不会等到系统发出警报。

6月份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孝感

各县市区污水处理进出水指标评分

达到优秀。

建章立制
统筹推进

问渠那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

来。孝感治理乡镇生活污水到底有

何秘籍？

与“擦亮小城镇”行动紧密配

合。孝感对乡镇污水管网覆盖再排

查、再整改，确保镇区范围内污水应

接尽接。管网向周边有条件的村庄

延伸，扩大覆盖面，提升污水厂负荷

率，全市共向172个村庄延伸，覆盖

户数4.45万户，受益人口13.2万人。

孝昌县投资6700万元实施7个乡镇

生活污水管网延伸项目，有效提升负

荷率；大悟县筹资1.1亿元用于乡镇

污水提质增效，污水厂运行指标显著

提升。通过市场化择优选择专业公

司统一负责管网运维，定期开展管线

巡检，确保管网无渗漏、堵塞；孝南区

项目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定两支

管网维护队伍，每两周一轮回在县域

开展管线巡检，确保管网维护及时到

位。坚持“一厂一策”，实行立体化整

改；汉川市投资2095万元，完善主管

网12公里，新建提升泵站3座，消除

堵点、漏点130余处，整改错接、混

接、损坏的管网2.5公里，清理接户方

井5000余次，整改取得切实成效。

强化督导考评。依托湖北省建

设厅信息平台，孝感市级专班每月开

展数据分析、通报运行情况，每个季

度开展现场抽查，重点问题及时向当

地政府发函。2022年，向县市区人

民政府发督办函 12 份，整改问题

15 处。开展综合考评，将乡镇生活

污水治理纳入孝感市政府对县市区

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同

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实绩挂钩。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今年1~

6月，孝感纳入湖北省住建厅考核的

乡镇生活污水厂累计处理污水

2593.61万吨，进水COD浓度日均值

168.76MG/L，达 标 天 数 合 格 率

95.27%，出水5项指标达标（一级A）

天数合格率92.93%，污水厂平均负

荷率 70.63%，综合考核评价达到

“优”标准。

□ 鲁利韦 聂金秀

□ 本报记者 罗 勉

日前，广东省汕头市友好代表团

开启东南亚之行，以侨为“桥”，促成多

个产业项目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进

一步深化经贸交流合作，以高质量的

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百年商埠汕头因侨而立、因侨而

兴，对外商贸历史悠久，具有对外开放

的先天优势和巨大潜力。此次东南亚

之行，汕头组织众多特色产业企业“出

海”访问，拜访泰国、印尼、新加坡的侨

团和商协会，实地调研当地市场，举办

经贸交流会，开展推介对接，经贸合作

成果喜人，签约项目和经贸推介涵盖

“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其中，在泰国

共有18个签约项目，总金额达127亿

元；在印尼共有8个签约项目，总金额

达53.5亿元；在新加坡共有11个签约

合作项目，总金额达28亿元。汕头市

商务局也和泰国、印尼、新加坡的侨团

签订经贸合作协议，进一步密切各领

域交流、深化各方面合作，为汕头外贸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此次东南亚之行增进彼此了解，

推动一批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对敦睦

乡情、汇聚侨资侨力发挥积极作用。

汕头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聚焦汕头的产业发展，加强与泰

国、印尼、新加坡的侨团和商协会的密

切联系合作，深化建立合作机制，借助

这些潮商企业商业和人脉资源优势，

以侨为“桥”、以贸促工，延伸产业链，

拓展海外市场，助力汕头经济高质量

发展。

入夏以来，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

国家的热带水果进入产销旺季，备受

国内市场的欢迎。汕头市泰星盛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是汕头主要生鲜水果

进口企业之一，在泰国拥有众多长期

合作伙伴。访泰期间，企业与泰国水

果供应商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

汕泰双边水果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在

两地同时设立“汕头市农产品进出口

泰国招商服务中心”，进一步盘活汕

头港口资源，助推汕头深度开拓“一

带一路”和RCEP市场。根据协议，

泰国供应商一年内向汕头进口农产

品、进口水果的产业战略合作贸易额

将达10亿元。

汕头市泰星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珏表示，想通过和泰方之

间的合作，打破贸易交流之间的屏障，

为泰国和汕头之间农产品贸易带来包

括招商引资方面的沟通交流，希望建

立从泰国到汕头市汕头港和广澳港等

两大港口的水果直航冷链，进一步节

约汕头进口农产品，特别是进口冷链

农产品的成本。

在“引进来”的同时，汕头积极支

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尼是全

球原料和资源流转的集散地。汕头企

业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印

尼的项目已投资超1亿元，产品受到

海外市场的广泛欢迎。此次东南亚之

行，广东省金叶科技又与印尼企业签

订协议，将在印尼投资建设再造烟叶

及滤棒材料的生产平台和烟芯生产

线，进一步提高产能，更好完善海外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该公司总经理傅源峰看来，与印尼

之间的合作，可以更好地迎合国际市

场需求，提高公司产品类别的丰富性

及生产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在行业中

的全球竞争力。这种以全球化布局为

主、制成品出口为辅的模式转变，也是

一种可持续的、且能够应对全球经济

发展格局变化和实现海外营收增长的

业务方式。

本报讯 苗锋 记者郭建军报道

日前，山西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

化运行，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生产供给

持续增加，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全省经

济总体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经济总体恢复向好。根据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688.6亿元，同

比增长4.7％，两年平均增长4.9％，快

于全国平均增速 0.9 个百分点。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36.7亿元，增长

1.3％，拉动经济增长0.1个百分点；第

二产业增加值 5853.1 亿元，增长

3.9％，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第

三产业增加值 5398.7 亿元，增长

5.7％，拉动经济增长2.9个百分点。

工业保持平稳增长。今年以来，

全省上下坚决扛起能源保供政治责

任，在全力能源保供和促进工业稳增

长政策措施带动下，工业保持平稳增

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9％。其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6.2％，新动

能增长引擎作用继续显现。工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5.9％，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34.6％，拉动经济增长

1.6个百分点。

服务业恢复加快。今年以来，山

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

展，加强精准调度，采取有力举措，服

务业恢复明显加快。今年上半年，全

省服务业增速快于地区生产总值1个

百分点，较一季度（4.9％）加快0.8个

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1.5％，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接触型服务业较快增长。今年

上半年，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15.5％、13.7％和8.8％，

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增势

较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8.8％，金融业增加

值增长9.4％。这些行业均快于全部

服务业增速。

产业结构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3.7：50.1：46.2，二

产占比排全国第2位，三产占比排全国

30位，全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特征突

出。近年来，山西传统行业增长较快，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明显。与上年

同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提高0.1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2.1个百分点。

本报讯 马媛 记者李宏伟报道

近日，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新疆分公司

承建的新疆其亚硅业有限公司 20

万吨金属硅项目一期 10 万吨建安

工程主车间首批钢构件顺利完工并

发车。

新疆其亚20万吨金属硅项目一

期10万吨建安工程位于新疆昌吉回

族自治州五彩湾工业园，主要建设内

容为配备4台 33000千伏安高纯硅

矿热炉车间、微硅粉库、原料车间、硅

粉重熔车间、除尘系统、余热锅炉、空

气氮站、变电所、EPC外公辅设备安

装及配套设施。

该工程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

标，依托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丰

富的能源资源，打造具备规模和竞争

力的“煤电硅一体化”发展重大循环经

济新材料产业项目。此项目建成后，

将为新疆“十四五”重点发展硅光伏、

硅电子、硅化工、硅合金等硅基下游产

业作出贡献，推动“新能源+煤电硅材

一体化”绿色发展模式上新台阶。

项目部全体人员明确节点目标，

倒排工期，责任到人，明确奖惩，优化

资源配置，结合工程实际优化施工方

案，确保技术方案优化到位、执行到

位，秉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优良的服

务意识，保质量、保履约，为当地建设

奉献力量。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

带动能力，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

的突破性进展，不断优化完善区域发

展格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战略统筹

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健全市场一

体化发展机制，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

一是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地区的引

领带动作用。不断提升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策源能力和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进三大地区与

周边毗邻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深度融

合。二是积极发挥长江和黄河联动

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纽带作用。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

向，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系统性

保护修复，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黄河治理要抓住水沙关系调

节这个“牛鼻子”，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划定主体功能区是为了高质量

发展、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发展。实

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不同区域的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布局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加快形成主

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一是坚持全国“一盘棋”，整体谋

划。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优

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

资源布局，推进城市化地区发展，推动

农业生产向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集聚，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逐步形

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

能区三大空间格局。二是坚持精准分

类施策，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进一

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按照主体功

能定位划分政策单元，健全区际利益

补偿机制。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

弱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等制定差

异化政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

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实

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

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统筹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

口合法权益，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融入城市。二是完善城镇化空间布

局。产业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

规律和长期趋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要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持续优化新型城镇化空

间布局，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加快形成

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

镇化空间格局。（作者系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

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