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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海洋經濟
建科學發展先行區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陸海統籌，

推進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伊始，國務院正式批覆了《山東半島藍色

經濟區發展規劃》，這是中國第一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區域發展戰略。青

島作為山東半島的龍頭城市，面臨巨大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京報道

「十一五」期間，葫
蘆島「主題概念」產業
園區從無到有，迅速發
展到12個，建成和在建
項目375個。規劃總面積
379平方公里的各類主題
概念產業園區，已成為
葫蘆島對外開放的先導
區和特色產業聚集區。
孫兆林暢言，「十二

五」時期，要擴大261公
里海岸線的開發建設，通過擴大招商引資強力推進沿海
開發，打造濱海「城市帶、產業帶、旅遊帶和生態
帶」；實施「項目牽動」戰略，舉全市之力推進投資
200億元的1,000萬噸/年煉油，投資1,000億元的徐大堡
核電，投資200億元的石河港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項
目開工建設、建成投產，讓葫蘆島在遼寧老工業基地全
面振興中脫穎而出；在縣區經濟和民生保障上要有更大
突破，要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後發優勢 打造「數字中關村」
開發建設綏中濱海經濟區是遼寧省委、省政府的一項

重大決策。孫兆林表示，我們將積極承接京津塘和瀋陽
經濟區的雙重輻射，以「數字中關村，濱海新城區」為
目標，用10到20年時間，將濱海經濟區建設成一座50萬

人口，100億財政收入，1,000億GDP的生態宜居濱海新
城。
孫兆林坦陳，綏中縣境內有80多公里海岸線，經濟

區內就有30多公里，岸線和土地資源豐富，而且生態
環境優美。因為起步較晚，所以更具後發優勢。規劃
面積100平方公里綏中濱海經濟區地處東北和華北交
界，距北京和瀋陽都是30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3月9
日，在北京召開的葫蘆島綏中濱海經濟區投資環境說
明會，吸引了包括微軟、英特爾、IBM、聯想等來自國
內外152家企業的高層代表。香港棕櫚泉控股、北京大
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等6家企業分別與經濟區簽訂了合作
協議。

綏中濱海經濟區政策優惠突出
說到經濟區的政策優惠，孫兆林強調，綏中濱海經濟

區是遼寧強縣擴權的試點，享有市級經濟社會管理權
限，政策優勢突出。對省級以上科技部門認定的高新技
術企業全部實行零地價，三年內，企業上繳稅收中的地
方財政所得部分全部返還，支持企業擴大再生產。高新
技術類項目還可獲科技扶持資金。

我們將積極承接京津塘和瀋陽經濟區

的雙重輻射，以「數字中關村，濱海

新城區」為目標，用10到20年時間，將濱海經濟區建設

成一座50萬人口，100億財政收入，1,000億GDP的生態

宜居濱海新城。 —孫兆林

李春城表示，成都歷
時7年多探索和實踐的城
鄉統籌、「四位一體」
科學發展總體戰略，是
一場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的生動實踐，也很好
地體現了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要求，它既
是黨中央、國務院和省
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
改革試驗部署，也是改

善民生的基礎性系統工程。

6大方面做好民生工作
李春城強調，今年，我市要圍繞就業和社會保障、物

價總水準、地震災區發展振興、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城
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發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等6方面
㠥力做好工作。6大方面，不論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與
城鄉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成都一直㠥力於保障民生、改
善民生，讓每一位市民過上幸福生活的工作，將不斷持
續、堅持下去，並將創出新的業績。
談到老百姓關心的住房問題，李春城說，成都有信心

承擔起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這份責任。他強調，成都已
經形成了一套住房保障體系，按照中央的要求，結合實

際，繼續做下去就可以達成目標。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過去十年間，成都的住房保障體系實現了對於中低
收入人群的「無縫覆蓋」，形成了「廉租房—經濟適用
房—公租房—限價房」四個梯級「分層次，多形式，全
覆蓋」的住房保障體系。

致力地震災區發展振興
李春城還表示，成都要繼續下大力氣抓好地震災區發

展振興，不但要讓受災群眾住上好房子，還要讓他們過
上好日子，實現把重災區建成為科學重建、科學發展樣
板的目標。同時，要繼續加大空氣品質、水環境治理力
度，使成都的天更藍、水更清；要大力加強城鄉綠化，
為城鄉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綠色休閒空間。
李春城還就《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得到國務院批准

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指出，這體現了國家對深入實施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視和支持。成渝兩地都是特大型區
域中心城市，其中還包括一大批中小城市和幾個大城
市。兩個城市產業互補、聯繫密切，又都是國家批准的
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合作發展具有十分優越
的條件。

成都一直㠥力於保障民生、改善民

生，讓每一位市民過上幸福生活的工

作，將不斷持續、堅持下去，並將創出新的業績。

—李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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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美麗城市—青島市。

■龍岩人民廣場上演萬人採茶舞。

■古色古香的成都市琴台路商業街。

■「關外第一城」美麗的海濱城市遼寧葫蘆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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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保障惠農戶
老區幸福有所依
作為福建省經濟欠發達地區，龍岩市於2010年底實現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

保險制度(簡稱「新農保」)全面覆蓋，比福建全省提前了1年，比全國原定目

標提前了10年。「對於農民來說，最關心的就是收入問題，其次就是保障問

題，收入解決的是幸福感，保障解決的是穩定感和安全感。」全國人大代

表、龍岩市委書記張健如是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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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改善民生
共創幸福成都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在接受傳媒採訪時，

暢談了對政府工作報告和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的感受。他強調，

今年，成都全市上下要繼續在已有良好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社會管理創

新，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同努力，建設幸福成都。

及抓好貫徹落實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江雨馨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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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牽動戰略
構築沿海大城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葫蘆島市市長孫兆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十

二五」是葫蘆島實現「趕超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將實施項目牽動

戰略，依托港口和岸線資源，加大主題園區建設力度，擴大沿海開發開放，

把葫蘆島建設成為中國著名的沿海大城市，港口城市和生態宜居新城。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吳雪帆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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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市長夏耕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青島市將把推進藍
色經濟區建設與正在實
施的「環灣保護、擁灣
發展」戰略緊密結合起
來，積極爭取在海洋經
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先行
先試，大力發展海洋經
濟，科學開發海洋資
源，培育海洋優勢產

業，力爭到2015年基本建設成為中國海洋經濟科學發展
的先行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核心區、海洋自主研
發和高端產業的聚集區、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示範區。

冀港企助青島產業升級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一步提高

內地與港澳合作的機制化水平，實現互利共贏。夏耕表
示，青島將在CEPA機制下，進一步加強與香港的經
貿、文化交流。一方面，歡迎港企參與青島地鐵、高速
公路、碼頭、空港等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或運營；另一
方面，雙方在金融、旅遊、現代物流、總部經濟、研發
設計等現代服務業方面合作前景非常廣闊，希望香港更
多高端服務業企業落戶青島，促進城市產業優化升級。

夏耕表示，目前青島各項民生支出和保障標準均達到
或高於國家標準。下一步，將㠥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眾
的基本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
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
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多分享改革發展成果。

「十二五」年建2萬套保障住房
住房問題，近年來頗受關注。夏耕表示，青島將全面

落實國務院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措施，下大力氣穩定房屋
價格，滿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夏耕指出，「今年，我
們啟動實施新一輪住房建設規劃，每年開工建設保障性
住房2萬套，五年再解決10萬戶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
題，舊城區和城中村將全部完成改造。」
2014年4月到10月，青島將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夏

耕表示，青島以「世界一流、中國時尚、山東特色、青
島品牌」為目標，堅持高起點、高質量、高標準規劃建
設主題園區，目前籌備工作進展順利，有信心、有決心
為世人奉獻一屆充滿特色、富有創意、令人難忘的世園
會，把世界園藝博覽會做成青島的一張綠色名片。

歷史見證了青島和香港合作的輝煌，

現實昭示㠥我們合作的未來。香港和

青島在很多方面可以南北呼應，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實現雙贏。 —夏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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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
中國已經全面建立起了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
稱「新農合」）保障制
度，覆蓋全國8.35億農
民，同時，新農保試
點，目前已經覆蓋了全
國24%的縣。可以說，
「十一五」是中國農村社
會保障體系是取得突破

性進展的五年。
張健在基層調研中體會到，新農合、新農保等農村社

會保障制度，確實深受農民歡迎。「他們希望老有所
養，病有所醫。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能夠有所依靠，
能夠扛得過去，他們這種願望的迫切性對於社會保障在
農村發展的歡迎程度，經常會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

自投1.2億 摸索實現全覆蓋
張健坦言，「新農保」試行之初，大家對其實施效果

並沒有多大把握，農民對這項政策的接受程度也不可
知。但第一批試點縣的實際效果打消了種種顧慮。截至
2010年初，龍岩市上杭縣全縣24.2萬應參保農民中，有
20.8萬農民自願參保，比例達到了85.9%。
張健介紹，到2010年中，龍岩的7個縣（市、區），還

有3個沒有覆蓋，意味㠥還有3個縣的老百姓推遲享受。
「為了平衡，我們採取改革措施，扣除中央和省裡給我
們的財政補貼，自投1.2億，市本級投入5,000萬，7個縣
市區各出1,000萬，最終得以令新農保在閩西老區7個縣
市區實現了全面覆蓋。」

「保險超市」全方位護航三農
張健指出，從09年開始在古田縣實施了「三農綜合保

險」，也就是針對農民在財產、人身、生活、生產方面
可能遇到的不測風雲，結合當地實際，設計17個險種。
「這是農民非常歡迎的，我們把它形象比喻為『保險超
市』。」
統計顯示，古田鎮有95%的農民投保，一共涉及保費

收入187萬，提供保險保障25億，人均保險保障達到12
萬元。」根據安排，「三農綜合保險」還將在龍岩的另
外80餘個鄉鎮推行。「既然農民對社會保障有如此強烈
的願望，農村社會保障就有如此巨大的空間，各級政府
就應當加大投入，按照量力而行，盡力而為，能快則
快，拓展領域的做法，加快『十二五』期間農村社會保
障體系的完善與建立。」

農民最關心的幸福感，第一位的是收

入，第二就是保障。收入解決幸福感

的問題，保障解決的是穩定感、安全感。只有讓農民感

覺到他生活的這個環境非常穩定，安全，沒有後顧之

憂，那就是幸福。 —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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