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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雲南白藥新基地 睹節能環保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 德宏州報道）隨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

建成，國家將德宏州瑞麗市列為開發開放試驗區，雲南省委、省政府正積極推進

「橋頭堡」建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考察德宏州瑞麗市及騰沖縣時，㠥重了

解口岸基礎設施及其管理措施，並抵達中緬邊界、連接中緬的姐告經濟開發區，視

察兩地邊民互市交易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 德宏州

報道）近年雲南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問
題，提出按照「生態立省、環境優先」
的發展思路，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全面啟
動「七彩雲南保護行動」，令雲南的生
態建設不斷取得突破性發展。正在雲南
考察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上星期五
（12日）先後往安寧草鋪昆鋼新基地、
天化雲磷集團礦山覆土植被、雲南白藥
新基地進行視察，了解節能環保的推進
情況。
考察團上周四抵達雲南昆明，展開為

期9日的實地考察。在行程第二天，考

察團於清晨出發到安寧草鋪昆鋼新基
地，聽取武鋼集團昆明鋼鐵有限公司
「淘汰落後、環保搬遷」的新區項目。

昆鋼環保新基地 投資巨大
據介紹，新區項目今年6月26日正式

投產，具備200萬噸的年產鐵量、280萬
噸鋼量等生產能力，是昆鋼歷史上投資
最多、規模最大、節能環保的生產基
地，同時是昆鋼轉換方式、調整結構的
重要舉措，預料會為鋼鐵提高主業核心
競爭力，配合省政府穩增長、衝萬億的
發展大計。

天化雲磷採選力全國第一

同日，考察團先後到雲南白藥新基地
及天化雲磷集團礦山覆土植被視察。據
介紹，依據雲南的得天獨厚的磷礦資源
及規模化的採選能力，集團的磷礦石開
採能力超過1,200萬噸、浮選生產能力
850萬噸，採選規模為全國第一，而集
團注重礦業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和諧發
展，科學化利用磷礦資源，㠥力開展復
墾植被，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其所屬的
海口、昆明磷礦更是國家首批的綠水礦
山。

視察邊民互市情況 了解口岸設施管理
港人代考察中緬邊貿

港區人大代表團日前離開昆明轉抵德宏州，
立即乘車前往參觀「孟力巴娜西珍奇園」，

欣賞素有「植物王國」美譽的當地珍貴天然資
源，並到位於中緬國界的畹町口岸，及參觀南
亞國際紅木傢具博覽中心及珠寶一條街等特色
產業。代表團昨日又赴涵蓋中緬居民的姐告經
濟開發區，先後參觀玉城、國門、中緬一條
街，了解中緬邊民互市貿易的規範管理，並聽
取瑞麗市領導匯報有關口岸建設情況，其後轉
赴騰沖的順古鎮考察。

瑞麗市長簡介口岸建設
瑞麗市政府舉行座談會，市長龍汝林率先簡

介瑞麗口岸建設的最新情況。龍汝林說，瑞麗
地處雲南省西部，全市總面積1,020平方公里，
三面與緬甸接壤，總人口達18萬人，並擁有
「五個好」的發展優勢，包括區位好、資源好、
基礎好、機遇好、前景好，「瑞麗背靠大西
南，是中國通往南亞及東南亞最便捷的陸路通
道，與緬甸相連，形成『一寨兩國』的獨特邊
關文化，並擁有瑞麗及畹町兩個國家級邊境合
作區，在全國率先『境內關外』的姐告邊境貿
易區」。

人代關注翡翠玉石驗證
毗鄰緬甸的瑞麗市，是中國珠寶玉石首飾特

色產業基地。多位港區人代在座談會上均關注
到珠寶玉石的驗證問題。楊耀忠說，為配合雲
南的橋頭堡發展，珠寶玉石的產業發展具有發
展潛力，但要成為珠寶玉石中心，最重要確保
質量的良好誠信，但視察期間不時聽到假貨的
憂慮，或窒礙產業發展，認為當地政府應做好
品質驗證及打擊假貨。
雲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程映萱在回應時說，

政府明白到珠寶玉石質量對產業發展的傷害，目
前雲南有兩個監督渠道，分別是政府行政監督部
門及民間珠寶協會，一旦接獲金額上萬的珠寶玉
石次貨的舉報，會採「一次性死亡」，確保市場
得到規範監管。瑞麗市人大主任排生強調，瑞麗
早在1997年打造珠寶玉石市場，並設立鑑定中
心，只要在門店購買到假貨都能退換，務求確保
珠寶玉石市場是有誠信的市場。

政府民間齊監督保誠信
港區人代蔡素玉則提到，在考察團視察珠寶

玉石中心時，發覺中心的人流相對較少，認為
市政府的稅務優惠將會有助解決人流問題，而
針對「境內關外」的姐告邊境貿易區，要求市
政府講解打擊緬甸偷渡的措施。龍汝林回應時
說，中緬居民和諧共處，目前邊民互市交易市
場有提供關稅及增值稅寬免的特殊政策，該市
場在去年7月通過省級驗收，是雲南省目前規模
最大、功能最完善、設施最齊全的邊民互市貿
易場所。
港區人代廖長江則指，在瑞麗市口岸貿易方

面，今年1月至8月瑞麗完成口岸進出貿易總金
額15.35億美元，同比增長41.87%，進出口量達
114.55萬噸，同比增長6.97%，相較去年瑞麗、
畹町口岸累計完成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7.46
億美元，同比增長33.77%，進出口貨量為147.17
萬噸：「瑞麗口岸錄得大幅度增長，是否涉及
季節性因素？」德宏州副州長蘇洪濤回應說，
口岸進出貿易主要受到商品種類及材料上漲的
影響。
考察團今晨繼續在騰沖視察國殤墓園、北海

濕地、地熱公園視察，同日下午飛抵麗江，並
會到束河古鎮，及會前往觀看大型民族服飾舞
蹈詩畫《麗水金沙》。

■考察團參觀雲南白藥新基地。 黃斯昕 攝

■港區人代在雲南瑞麗市中緬邊界考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斯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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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穩中有進城鄉統籌氣象一新
重慶

作為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重慶正按照中央「314」

總體部署，積極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表示，重慶將以

「科學發展、富民興渝」為總任務，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並大力實施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戰略。目前，

重慶區域經濟發展亮點紛呈，市下轄38個區縣正㠥力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王妍、袁巧

渝中區：「內陸香港」拓高端服務業
素有「內陸香港」之稱的重慶渝中區位居渝中半

島，島上高樓林立，商貿繁榮，稅收上億元樓宇達16
幢；該區沒有農業，服務業佔生產總值95%，其中現
代服務業比重達60.5%；百餘
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渝中區
設立重慶區總部，是重
慶經濟最發達的區縣之
一。2011年渝中區GDP
總值665.3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逾10萬人民
幣，居重慶之首。
渝中區委書記劉強表

示，作為「中國現代服
務業十強區」，渝中區獲批
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
這標誌㠥區域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重慶市政
府為此專項出台6項政策，包括渝中區服務業實行用
水、用電、用氣與工業同價，企業自成立之日起5年
內營業稅由市、區兩級財政分別按實繳的50%予以補
貼，服務業高管人才個人所得稅實施市、區兩級全
額返還等。通過「築巢引鳳、騰籠換鳥」，渝中區吸
引更多高端產業、高端人才入駐。
據了解，渝中區以建設西部商務服務高地、長江

上游金融中心核心區、西部購物之都、國家電子商
務示範區、西部文化旅遊融合發展強區、長江上游
地區總部經濟基地「六大功能定位」為導向，㠥力
發展高端服務業，力爭服務業增加值3年突破1000億
元人民幣，單位面積產出效益和集聚輻射能力進入
內地前列，探索一條可借鑒的服務業改革發展新路
徑。
未來3年，渝中區將打造3個以上國家級示範服務

業集聚區；集聚總部企業150家以上，營業收入超億
元的企業400家以上；形成20家稅收「億元企業」、20
棟「億元樓」；其中現代服務業佔比75%以上。

北碚區：建都市花園推新型工業
重慶北碚區素有「都市花園」之稱，森林覆蓋

率、城區綠化率等均居重慶主城之首。居住在北碚
的市民經常收到「創業就業到北碚，錦繡前程無限
美」、「居家選擇在北碚，健康長壽又智慧」、「觀
光旅遊到北碚，洗心洗身又洗肺」等朗朗上口手機
短信。這些略顯地域自豪感的順口溜，因極符當地
發展實情而在坊間被廣泛轉發，而他們的編撰者正
是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
雷政富告訴文匯報記者，雖然「宜居」是北碚區

最大的優勢，但也曾是制約北碚重工業發展的最大
瓶頸。近年來，北碚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槓桿，
實現工業從傳統製造業為主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
從粗放型向低碳生態型的轉型；高新技術產業產值
從2006年的85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270億元。
四聯光電是北碚高新技術企業的典型代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四聯集團欲收購加拿大
霍尼韋爾藍寶石工廠，北碚區政府看好此項收購，
決定入股49%支持四聯集團，提出的條件是—四聯
要將LED生產線落戶在北碚區蔡家工業園。如今，
四聯光電已經形成年產300萬片折合2英寸藍寶石襯
底、2800千瓦LED照明燈具的生產能力，重慶北碚
也因此成為亞洲最大的藍寶石生產地。今年上半
年，北碚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5.2%，全社會固定
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3.5%，地方財
政收入同比增長36.2%。
北碚正按照重慶「一統

三化兩轉變」的要求，構
建以現代農業為基礎，以
高新技術、高品質生態商
住、特色旅遊產業為支撐
的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實
現「都市花園、人文福
地、宜居之城、兩江新秀」
的城市願景。

南川區：礦業之城變身「轉型強區」
記者日前從重慶南川區政府獲悉，南川作為全國第

三批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試點一年來，堅持以保護生
態環境為原則，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實現經濟的
轉型發展。目前，南川現代鋁鎂基地初顯規模，已形
成礦山、氧化鋁、電解鋁、鋁合金、鋁型材的完整產
業體系，氧化鋁產能達160萬噸。
重慶南川區長曹清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南川擁

有煤、鋁土礦、石英礦、鐵礦等
豐富的地下資源，曾長期以
煤炭產業為支撐，年產煤
達200萬噸，對礦產資源
的高度依賴使區內發展
矛盾突出，轉型發展勢
在必行；近年來，南川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延
伸產業鏈，促進資源產
品深加工，提高產品附加
值等，有效推動了南川發展
轉型；未來南川將繼續利用
本身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鋁鎂產業和旅遊業，同時
堅持綠色發展，將生態保護放在首位，建成宜居、宜
業、宜遊的生態衛星城。
目前，南川轉型強區戰略初見成效，鋁鎂等支柱產

業與環境保護取得較好平衡。南川僅中國鋁業、博賽
集團兩大鋁工業企業上半年產值就達21億元。在未來
三年，南川將實現氧化鋁產能200萬噸，大板錠產能
30萬噸，鋁型材產能達到50萬噸，金屬鎂產能實現5
萬噸，鎂合金產能達到15萬噸，鋁鎂工業總產值達
400億元。
在重慶市去年的生態環境質量評估中，南川被評為

重慶最宜居的區縣之一。南川森林覆蓋率達48.6%，
區空氣環境優良天數達到315天，今年年初又被評為
重慶首個市級生態區，金佛山被譽為「生物基因庫」
和「植物王國」，已列入世界自然遺產預選地。

潼南縣：打造「西部綠色菜都」
重慶農業大縣潼南縣是首批國家級農業示範區，

蔬菜基地的年播種面積達80萬畝，每年向市場提供
優質蔬菜160萬噸，蔬菜年產值逾20億元。潼南不僅
是重慶最大的保供蔬菜基地，也成為中國西部鮮銷
蔬菜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高的基地。
潼南縣委書記、縣長辛國榮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潼南正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發展以無
公害蔬菜為首的特色農業，全力打造「中國西部綠
色菜都」。如今，蔬菜產業已成為潼南縣的重要支柱
產業，不僅保障了重慶市民的「菜籃子」，而且鼓起
了全縣農民的「錢袋子」。潼南蔬菜產業已經帶動當
地8萬餘農戶、17萬餘農村勞動力投入到產業鏈中，
基地內菜農人均年純收入逾萬元。
其中，無公害蔬菜產業是潼南效益最高、農民增

收最多的特色農業產業。作為全國無公害蔬菜生產
優秀示範縣，潼南已通過無
公害蔬菜基地縣整體認
證，成功認證103個無公
害產品，69個優質農產
品，並註冊「潼南綠」
蔬菜集體商標。此外，
潼南還建立起完備的產
品追溯機制，嚴格把控
播種、施肥、市場等各
環節的食品安全，為重
慶乃至全國提供綠色健康
蔬菜。
不僅如此，潼南還積極將農業產業資源延伸至其

它產業領域，進一步提升農業效益。作為「西部油
菜花之鄉」，潼南通過每年舉辦油菜花節，年接待遊
客可達120多萬人次，旅遊的綜合收入達到4億元，
遠遠超出了油菜種植本身的效益。這種利用農業產
業資源延伸出的鄉村旅遊景區和旅遊產業，已經成
為潼南旅遊產業中最大、最有效益項目之一。

■潼南縣委書記、

縣長辛國榮

■渝中區委書記劉強

■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

■南川區長曹清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