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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綜合報道）
據悉，從2015年1月起，湖南將正式在11個
縣市區開展「飛地經濟」試點，以形成區域
關聯互動、錯位發展的產業格局，培育新的
經濟增長點。
據介紹，「飛地經濟」是打破行政區劃限

制，通過創新規劃、建設、管理和稅收分成
等合作機制，以產業園區為主要載體，在異
地通過共建或托管等方式建設工業項目，實
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可持續發展的經濟
模式。
根據湖南省發改委下發的《關於推動「飛
地經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
意見》)，該省將在長沙市寧鄉縣(金玉工業集
中區)、衡陽市(衡山工業集中區)、益陽市赫山
區(龍嶺工業集中區)、常德市漢壽縣(漢壽高新
技術產業園區)、岳陽市汨羅市(汨羅循環經濟
產業園)、郴州市宜章縣(宜章經濟開發區)等11

個縣市區實行「飛地經濟」試點。

創新投融資模式
根據安排，2015年 1至 12月為「飛地經

濟」試點實施階段，各試點單位將創新園區
管理方式，探索「飛出地」與「飛入地」共
建共管機制；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有效利用
「飛出地」資源優勢，拓寬「飛入地」招商
引資渠道；創新投融資模式，借助「飛出
地」資本運作手段，解決「飛入地」園區基
礎設施建設投入瓶頸問題；創新利益分享機
制，探索「飛出地」與「飛入地」財力分享
辦法等。
《指導意見》要求湖南省直相關部門優

先支持試點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並根據試
點工作進展情況，在建設用地、項目審
批、社會保障、投融資、環保等方面給予
政策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陝西省深化行政
審批制度改革，建立住房和城鄉建設綜合便民中心，將現有
19項行政許可事項納入該中心，從去年3月成立至11月底，
前往大廳辦事人員近9萬人，發放證件7.3萬張（套）。
陝西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新聞發言人、副廳長張陽介紹
說，該中心主要職責是承擔住建行業的企業資質和個人執業
資格的審批、核准、審核、備案和變更等工作，共設14個窗
口，基本涵蓋了與服務對象密切相關的方方面面。
此舉將過去各處室分散辦理變為服務中心集中辦理，做到

一個窗口進出，將行政許可事項所有審查內容逐一梳理，屬
於重複審查的內容一律取消。部分審批事項多層次審簽變為
審核人直接辦理。延續、報部變更初審由服務中心直接辦
理。變更、出省、個人執業資格延續等即來即辦，所辦事項
條件要求一次性告知。

建「兩體系一平台」監管
為淡化事前審批，強化事中、事後監管，陝西省住建廳提

出在全省建立建築市場「兩體系、一平台」的監管模式，即

「建築市場誠信評價體系、動態監管體系和建築業服務管理
平台」。加快全省建築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及信用評價工作和
全省建築施工現場關鍵崗位人員實施實名制管理，用信息化
技術提升監管模式，推進信用體系建設，強化動態監管。
未來將逐步完善信息系統建設，實現電子政務辦公，改進

行政審批方式，探索網上審批模式，同時在實踐中不斷簡化
完善各類審批事項的條件和要件，完善行政追責制度。

湖南11縣市區
試點「飛地經濟」

■陝西住建廳便民服務中心辦事大廳陝西住建廳便民服務中心辦事大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悉尼、巴塞羅那、紐約……這些響噹噹的港口城
市如今都已成為世界著名的中心城市。相關報道指
出，回顧港口城市的發展歷程，旅遊發展趨勢是體
驗感和便捷性，香港便是以海港著名、向旅遊城市
轉型的成功案例。
香港通過對岸線資源的充分利用，進行整體的規

劃和設計，釋放了很多被廢棄倉庫和碼頭佔據的沿
海空間，建設了一些城市與海岸聯通的設施，供市
民通行，現在維港已經變成市民休閒娛樂的場所。
此外，還有很多著名港口城市在港口功能減弱

時，對那些老的沿海區域進行重新規
劃和發展及空間的功能轉換，從而帶
動了旅遊休閒產業。例如一些海洋博
物館的建造，對整個城市的港口海洋
文化起到了促進和推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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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遼寧沿海經濟帶和瀋陽經濟區的營口港是一
個開埠百年的老港，是中國東北及內蒙古東部地區
最近的出海港。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裡，特別是東
北振興的十年間，營口港從一個寂寂無聞的北方小
港崛起為內地第八大港口，創造了吞吐量5年由億
噸到突破3億噸的奇跡。目前，已成為生產規模、
管理系統都處於內地先進水平的集裝箱專用碼頭，
航運業務已遍及50多個國家和地區140多個港口，

十多年前，營口港還只是一個只有5萬噸級泊位、名不
見經傳的小港，如今已擁有30萬噸級和20萬噸級兩大礦
石碼頭、30萬噸級原油碼頭、15萬噸級散貨碼頭，還建成
了能接卸第五代集裝箱船的集裝箱碼頭，營口港的發展速
度躋身中國沿海港口前列。

近十年來，營口港的港口收入由不足20億元到80
億元、職工收入由人均2萬元到5萬
元，由只有散雜貨碼頭，發展成擁有
成品油、原油、礦石、煤炭、糧食、
鋼鐵等專用碼頭的綜合性大港。

營口港—內地第八大港口

■■營口港營口港。。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鱍魚圈充分利用岸線資源鱍魚圈充分利用岸線資源，，大力發展旅遊業大力發展旅遊業。。
每到夏季每到夏季，，月牙灣海濱遊客如織月牙灣海濱遊客如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鱍魚圈何家溝滑雪場擁有遼寧最優坡度的鱍魚圈何家溝滑雪場擁有遼寧最優坡度的
雪道雪道，，成為滑雪愛好者的天堂成為滑雪愛好者的天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鱍魚圈的溫泉歷史悠久，此間的天沐溫泉曾是東北最高端的
休閒溫泉度假村。 資料圖片

王立群認為，鱍魚圈旅遊業的特點在於四季分明，旅
遊產品也是按照季節差異化發展，加之位於渤海灣

東岸，這裡氣候宜人，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是一個不
需要空調的城市。

整合資源 提升知名度
「冬天時來鱍魚圈，外面飄着雪花，地下有着豐富的
寶藏，激情滑雪、沐浴溫泉，一冷一熱散發出激情，給
人們帶來休閒、美好的體驗。」王立群這樣形容他眼中
鱍魚圈的獨特魅力。他認為，鱍魚圈集山、海、林、泉
於一身，又位於瀋陽大連之間，地理優勢非常顯著，是
發展旅遊業的絕佳位置。同時，溫泉資源得天獨厚，有
發展旅遊產業的亮點和特色。夏天時，人們可以到海邊
吃海鮮、觀海、踏海、戲海；冬季，又有戶內戶外自然

互動的溫泉，未來開發潛力巨大。鱍魚圈又是水果之
鄉，人們可以來此體驗地道的農家樂、品營菜，實現了
旅遊產品的再增值。
藉此優勢，鱍魚圈的城市知名度不斷攀升，已聚集了

遼寧中部城市群的眾多遊客，影響力輻射黑龍江、吉
林、蒙東地區。今年更呈現一種新趨勢——南方遊客在
聚集，還有不少來自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的客人。
回顧2006年鱍魚圈大手筆規劃旅遊業以來的歷程，王

立群自信，通過整合旅遊資源、豐富旅遊產品、提升城
市知名度，讓人們都想來看一看、走一走，鱍魚圈在實
現從遼寧中部城市群中的旅遊途經地轉向目的地的同
時，將成為東北旅遊的新亮點。

昔小漁村 今度假勝地

30年前，鱍魚圈因港而生，還僅是渤海灣畔的一個小
漁村。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裡的旅遊業意識開始萌
發，便利的交通優勢和優質的海濱溫泉優勢讓這裡一度
遊客魚湧。當年，滿載遊客的大巴車從高速路口一路排
隊到海濱浴場門前，超過3公里的長隊有時要走上一
天，「扯起繩攔着就開始售票，」當地人笑稱，「收錢
的人忙不過來，最後用裝菜的大筐收錢。」這就是鱍魚
圈繁榮一時的「門票經濟」時代，儘管那時的浴場門票
只有5角錢。
2000年，當地政府開始有意識規範旅遊業，直到2009

年第一屆營口國際海濱溫泉節成功開幕，這裡受到了國
內外的高度關注，鱍魚圈的旅遊產業快速發展，拉動效
應非常顯著。到前年，鱍魚圈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實現
212億元，是1985年的近4000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實現96.1億元，是1984年的2000多倍。
王立群表示，我們的旅遊業還剛剛開始，資源還在進

一步挖掘，伴隨城市的發展，未來，鱍魚圈還繼續整合
資源、與周邊城市相互借力，實現差異化發展，提高服
務業水平。
目前，旨在增加旅遊消費的奧特萊斯將於明年底開

業，引自大連的聖亞海洋世界正在籌建中，每年在母愛
聖地望兒山舉辦的「母親節」也將延續精彩；將健康與
旅遊相結合，在建的獨具特色的「候鳥式」溫泉養老公
寓親和源溫泉養老產業園，將建成東北最大的連廊，依
托獨特打造的養老服務和智能化管理，冀成為當地養老
旅遊的重要增級；擁有遼寧最優坡度雪道的何家溝風景
旅遊區將致力打造集休閒養生、商業民俗、溫泉養生和
戶外體育運動於一身的面向大眾消費的冰雪溫泉遊目的
地。

遼寧藉岸線資源遼寧藉岸線資源 打造海濱溫泉遊打造海濱溫泉遊
鱍魚圈旅業新興鱍魚圈旅業新興 年迎客將達年迎客將達800800萬人次萬人次

近年來，國內外港口城市充分利用岸線資源大力

發展旅遊業。位於遼寧省營口開發區內的營口港是

東北最便捷的出海門戶，曾創造了10年間港口總資

產從7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700多億、2年內

吞吐量從2億噸到突破3億噸的奇跡，遠近聞名的旅遊勝地鱍魚圈依此

而建。近年來，依托豐富的岸線資源和得天獨厚的優質溫泉資源，加之

突出的交通區位優勢，鱍魚圈大力發展海濱溫泉旅遊，旅遊設施建設和旅遊收入齊飛，旅遊業

成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強勁引擎。營口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王立群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今

年鱍魚圈的旅遊人數將達到800萬人次，拉動現代服務業增加值達118.1億元，旅遊業已成為

鱍魚圈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記者 吳雪帆、于珈琳 營口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