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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算不上國際化的
大城市，顯得小巧精
緻。拉薩市民的幸福感
源於哪裡呢？多吉次珠
解釋說，這些源於拉薩
人感同身受的城市變化
和生活變化。到拉薩，
能看見整潔的街道，能
見到時尚中滲透出的傳
統，這就是外人眼中的
拉薩。對於生活在其中

的市民而言，住房條件的不斷改善，生活變得便利，城
市綠地更多，越來越多的優惠政策，這些變化可謂翻天
覆地。

連年入選最具幸福感城市
他說，幸福也是一種思想，所謂知足者常樂，在拉薩

工作的各民族和睦相處、互幫互助；拉薩人天生的樂觀
豁達，閒適安逸的城市節奏，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幸
福。
拉薩作為西藏自治區的首府，是西藏的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拉薩的城市建設一直是自治區發展的重點。
「十一五」期間，在中央的關懷以及其他省市特別是北

京、江蘇兩省的大力支持、無私援助下，拉薩的變化世
人矚目。
多吉次珠說，在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

提出「十二五」期間西藏的大發展問題。國家將深入推
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特別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為拉薩提供了強有力
的政策支持。

「十二五」內生型發展作基礎
「十二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

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同時也是拉薩市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拉薩將突出科
學發展這個主題，把內生型發展作為今後相當長時期經
濟發展的基礎。
在拉薩未來的城市建設問題上，多吉次珠說，拉薩將

朝㠥建設具有高原和民族特色的國際旅遊城市目標努
力，力爭通過五年使拉薩真正成為一座不僅具有國際知
名度，同時也具有國際品質的國際旅遊城市，把發展旅
遊業上升到城市發展戰略高度。

「作為一名拉薩市民，我感到非常的幸

福，這幸福來源自身邊翻天的發展與變化⋯⋯來源自知

足常樂的心態。」 —多吉次珠

打高原民族牌
建國際旅遊城
一項由中國國家統計局與中央電視台聯合主辦的《經濟生活大調查》評出

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拉薩連續三年入圍。在談及「最具幸福感城市」

排名時，全國人大代表、拉薩市市長多吉次珠的臉上漾起笑容，也許身在其

中感同身受，「作為一名拉薩市民，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王濤

王儒貴指出，去年黨
中央國務院出台《實施
西部大開發若干意見》
指出，從財政、土地、
價格、生態補償、幫扶
等各個方面給予西部政
策傾斜，直接涉及寧夏
的有11個重大事項，銀
川作為西部12個省、
市、自治區省會城市之
一，我們要緊抓建設呼

包銀經濟帶和能源化工「金三角」、加快陝甘寧革命老
區振興及自治區建設「黃河金岸」等政策機遇，加快經
濟發展方式轉變，做強做大優勢特色產業，推動形成在
國內或更大區域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和現代產業
體系。

巧借政策機遇求發展
此外，他表示要主動加強與國家部委的溝通和銜接，

借力西部大開發，利用中阿經貿論壇平台，進一步深化
區域交流合作，提升開放水平。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不斷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針對教育、住
房、醫療、社會保險、社會公益性事業等方面加大支持

和建設的力度，㠥力解決制約民生的關鍵困難和問題，
切實提高民生幸福指數，推進社會事業全面發展。

與港合作前景廣闊
王儒貴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銀川與香港特區已經在

能源化工、新材料、旅遊、醫療衛生等領域開展合作。
在以後的交流合作中，相信香港與銀川在工業上以能源
化工、新能源裝備製造、信息、葡萄酒釀造、新材料等
為主導的「一強四優五新」產業方面，農業上以設施園
藝、奶產業、有機大米、釀酒葡萄、花卉為重點的「兩
強四優四新」產業方面，服務業上以區域性物流中心、
區域性生活服務中心、區域性現代服務中心，努力打造
西北地區旅遊休閒目的地城市為重點的「三個中心一個
目的地」等方面將有㠥更加廣闊的合作前景。
他表示，銀川市決定組團參加由自治區人民政府組織

的在香港舉辦的2011寧夏（香港）經貿文化旅遊活動
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和宣傳銀川，將銀川的資源
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擴大銀川對外開放水平，推動經
濟社會全面、快速、跨越發展。　

「到2015年，銀川力爭基本建成全面小

康社會，成為西北地區『最適宜居住、最適宜創業』的

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 —王儒貴

瑞林介紹，宿遷是
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綜合
改革試點市，因此江蘇
省委、省政府允許和支
持宿遷採取比其他地區
更加靈活的政策、制度
和改革的舉措。
在產業發展方面，宿

遷大力培強主導產業、
加快培育新興產業、大
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

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重點培育釀酒食品、紡織服裝、新
興產業三個「千億級」和林木加工、機械電子、商貿物
流三個「五百億級」產業，在國內具有較高知名度的蘇
酒「洋河經典」系列白酒就產自宿遷。

重點培育三個「千億級」產業
目前，宿遷市的釀酒食品、紡織服裝、林木加工、機

械電子等傳統產業均達到百億級規模，新興產業五年的
增速均保持在50%以上，初步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及軟
件和服務外包三大產業板塊。同時，瞄準「中國知名、
江蘇第一」的目標，積極創建省級現代生態農業示範
市，不斷提升農業規模檔次和產業化水平。

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 瑞林說，「我們將
矢志不渝地招商引資。不僅依靠本土企業的發展，更重
要的是借助外力、靠大靠強，眼睛向外吸引更多的民間
資本、外來資本來發展我們的經濟。」「這幾年長三角
地區轉移到宿遷的大企業非常多，特別是紡織服裝產
業、輕工食品。像娃哈哈，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宿遷，
去年稅收9,000萬，銷售收入10個億，今年產值要突破
350億。」

吸引外來資本及民間資本
「在加快建設現代化中等城市上，我們編制了包括民

生工程、公益類項目、還有服務類項目在內的120個大
項，總投資接近1,100億。今年，宿遷謀劃確定了中心
城128項重點基礎設施項目，計劃總投資超過350億元，
其中當年計劃完成投資110億元以上，還有房地產、服
務業、商貿流通則通過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拉動全市經
濟實現持續穩步增長」。

「集百家之長，創宿遷之新。」「宿遷

1996年才設立地級市，13年間，尤其是經過『十一五』

的發展，宿遷地區生產總值、財政總收入、一般預算收

入、固定資產投資等九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省第

一。」 —繆瑞林

去年，唐山完成地區
生產總值4,469億元人民
幣，增長13%，成功跨
入全國大中城市經濟發
展「第一方陣」，唐山也
成為河北省內首個躋身
中 國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4,000億元俱樂部」的城
市。
陳國鷹表示，以曹妃

甸為龍頭的唐山沿海
「四點一帶」地區作為該市未來發展的戰略支撐和增長
極，發展勢頭尤其強勁，唐山港跨入2億噸大港行列，
首鋼京唐鋼鐵廠、華潤曹妃甸電廠等一批重大產業項目
相繼投產或開工建設。2010年，「四點一帶」區域完成
地區生產總值1,348億元，佔全市的30.2%；完成財政收
入115.9億元，佔全市的26.4%；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372
億元，佔全市的51.5%。

沿海「四點一帶」 成戰略支撐
他透露，2011年是該市加快唐山灣發展攻堅年，將實

施沿海倍增計劃，唐山灣「四點一帶」地區完成固定資
產投資將佔到全市50%以上，其中曹妃甸新區完成投資

1,000億元以上。與此同時，還將推進港口建設和唐山
灣生態城建設。年內唐山港貨物吞吐量力爭達到2.7億
噸。

加強科技創新 實施「人才強市」
他續稱，唐山將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力度，為資源型

城市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支撐。以建設國家創新型
試點城市為契機，圍繞搭建科技創新研發、合作、服
務、轉化平台，突出推進電動汽車、循環經濟、高速動
車組等科技研發中心建設。圍繞精品鋼鐵、先進裝備製
造、現代化工等重點產業，研究開發和引進示範一批新
技術新工藝，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還將加快實施
「人才強市」戰略，大力引進培養創新型人才。

在城市發展佈局方面，陳國鷹介紹，唐山將統籌沿海
與內陸發展，打造曹妃甸新區增長極和市主城區增長
極，同時加快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平原經濟帶產業升
級和山前經濟帶轉型發展，形成以「兩極」率先突破促
「三帶」融合發展的新格局。

「沿海優勢是唐山未來發展最大的優

勢。」「今後，唐山將㠥力發展沿海經濟，推動經濟發

展由內陸資源型向沿海開放型轉變。」

—陳國鷹

兩會

市長金句 市長金句

市長金句
市長金句

■拉薩聞名世界的旅遊景點—布達拉宮。

■宿遷市九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江蘇省第一。 ■以曹妃甸為龍頭的沿海地區成為唐山未來發展的增長極。

■銀川於2010年首度榮獲「中國十大休閒城市」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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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投資千億
招商矢志不渝
現已成為長三角新興工商業城市的宿遷，2010年全市財政總收入五年翻三

番，達205.8億元，年均增長51.4%；一般預算收入達89.6億元，年均增長

45.4%，在全國334個地級市中的位次上升到70位左右；14項指標提前達到

省定小康標準。談及宿遷今後五年的發展，市長繆瑞林滿懷信心地表示，要

「集百家之長，創宿遷之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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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經濟轉型
沿海發展強勁
全國兩會期間，河北省唐山市市長陳國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沿海優勢是唐山未來發展最大的優勢，隨㠥國家京津冀地區區域發展規

劃即將出台和河北沿海地區開發即將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該市迎來新的發展

良機。今後，唐山將㠥力發展沿海經濟，推動經濟發展由內陸資源型向沿海

開放型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榮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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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資源優勢
創西北宜居地
經過「十一五」的加速發展，銀川市在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了

顯著成效。這個有㠥「塞上湖城」、「西夏古都」之稱的寧夏首府多次榮獲

「園林城市」、「和諧可持續發展城市」等榮譽稱號。銀川市長王儒貴表示，

到2015年，銀川力爭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成為西北地區「最適宜居住、

最適宜創業」的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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