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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言 摘 要

地緣接近 語系相通 優勢明顯

潮州擔當粵台合作橋頭堡
【本報記者陳奕群北京九日電】隨着兩岸關係緩和，海峽西岸經

濟區正成為台商投資新熱點，而地處粵東的潮州，正成為粵台合作新
時期的橋頭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潮州市市長湯錫坤表
示， 「潮州地處廣東最東端，素有廣東的東大門之稱，是廣東距台最
近的城市。潮州與台灣地緣相近、文化相通、又同是閩南語系，在未
來的粵台經貿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在全國 「兩會」期間，經濟危機成為
最熱點的話題，如何提振經濟發展都成為
各地市負責人最重要的思考方向，在廣東
珠三角九市高度關注珠三角《綱要》帶來
的發展機遇，並努力克服珠三角外向型經
濟的困難時，湯錫坤卻為潮州發展確定了
新的方向，那就是致力借兩岸三通及海西
發展之歷史機遇，爭創粵台合作橋面頭堡
。而潮州也大有希望成為繼東莞後，台商
登陸廣東投資的熱門地區新選擇。

加強基建 承接台資
據悉，潮州港作為直通台灣的港口之

一，距台灣僅186海里，比香港還要近。
歷史上潮州與台灣海上通商往來緊密，在
改革開發初期，國務院即批准台商到潮州
投資。目前在潮已有百多家台企，具有很
好的基礎。

湯錫坤表示，隨着海峽兩岸關係的緩
和，台商赴大陸投資再也毋須轉道香港進
入廣東，而地處粵東的潮州無疑成為台商

新時間登陸廣東最便捷的地點，潮州招商
引資、對台經貿合作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
遇。

湯錫坤透露，為了抓住台商投資的歷
史機遇，潮州將在完善基礎設施方面下大
工夫，潮州將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港
口、碼頭。為此，潮州將再利用國家擴大
內需的政策，加大固定資產規模，爭取更
多基礎設施項目得到落實。據悉，潮州市
在今年內將投資 34 個項目涉資逾 89 億元
，而未來的兩年內，還將再推進總規模
16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

為了使潮州能夠抓住台商登陸廣東的
新一輪高潮到來，潮州還將提升自身特色
產業升級步伐，提高自主創新，並迅速加
快臨港工業的發展，通過臨港工業帶動港
口開發，通過完善港口基礎設施，帶動港
口現代化產業。

善用泛珠 奮起超前
「潮州會利用國家給予的政策，充分

發揮區域優勢，今後潮州在對台經貿方面
將大有作為。全力以赴的做好這方面的工
作。潮州可作為廣東對台經貿的橋頭堡。
」湯錫坤市長如是說。

除了做好台商投資文章，湯錫坤也不
忘多面發展，潮州將利用珠三角《綱要》
的重大利好，善用泛珠平台，主動接受珠
三角的帶動，迎接輻射，抓住機遇，奮起
反超。為此，潮州已重點制定對接措施，
加快潮州與深圳產業轉移園區建設，跟進
已簽訂的共建產業轉移協定，完成整合工
作，使潮州步入歷史發展階段。

【本報記者楊東紅北京九日電】從
2008 年下半年開始，煤炭價格不斷下跌，
以煤炭為主的資源型城市如何應對？全國人
大代表、陝西省榆林市市委書記李金柱日前
表示，聽了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有國
家投資4萬億元擴大內需的利好消息，從保
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入手，逆勢而起，從
容應對，對戰勝此次金融危機，充滿信心。

李金柱說，金融危機帶來的實體經濟衝
擊，這種傳導效應在去年的 10 月份，我們
就有了很大的感受，價格下行、市場疲軟，
對榆林今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肯定會有影響的
。但是我們按照中省的要求，特別是這次
「兩會」期間，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

更堅定了我們戰勝這場危機的，化危機為機
遇，變坎坷為階梯，在這種逆境中，我們有
決心、有能力逆勢而起。

保增長
他提出3項具體舉措：首先是保增長。

保增長也叫擴產能，拓市場，去年傳導效應

過來之後，榆林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減少
一些收費、降低一些電價、控制一定的能源
價格、確保榆林的這些企業盡可能的不停產
、產業不斷鏈，形成陝西內的一個內循環。
去年榆林也帶隊到西安，到各城市互為內需
，擴大市場，工人不下崗，企業不停產。同
時，今年要擴大投資規模，特別是總書記視
察榆林之後，給榆林帶來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後續效應非常好，現在有十大集團都紛紛
提出在榆林擴大投資，像神華集團，前幾天
剛剛和陝西省在北京簽了 2000 億元的投資
框架協議。華能、華電、中石油、山東魯能
，甚至包括美國的陶氏集團，近 10 個能源
巨頭都提出今年要加大投資。

擴內需
其次，擴內需，要把擴內需作為保增長

的舉措，而榆林是一個後發展地區，所以在
擴大內需方面，一個是八大民生工程，再者
是加快現代農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崗位和
內容。

調結構
第三，調結構。他認為

對榆林來說，這是一次機會，現在很多沿海
企業的人才、資金、技術都有向西轉移的可
能性，所以榆林提出要加大招商投資力度，
同時特別是要引進社會資本，加大民營經濟
建設，其他地方可能沒有榆林的優勢條件，
因為在能源資源開發過程當中，成長和湧現
了一大批有所作為的本土民營企業家，資金
實力是比較雄厚的。所以，把這些資金吸收
回來，在小煤礦的改造過程當中，在新農村
建設的過程當中，在統籌城鄉的過程當中，
榆林都嘗到了甜頭。在4月份準備開一個榆
林籍的企業家的招商大會，拿出更優惠的政
策，提出這三大產業集群的具體項目，歡迎
他們回到家鄉投資創業。

【本報記者孔嘉、李曉波北京九日電】
全國人大代表、葛洲壩集團公司總經理楊繼
學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經濟形
勢下，要有 「反向思維」，抓住與用好 「危
」中的 「機」。為了保增長，必須一面搶抓
機遇，一面抗禦風險；唯有機遇搶抓到手，
風險防禦有效，保增長才不會落空。

企業要有心理準備
「危與機相伴而生，認識不到危機是最

大的危機，認識到危機不能尋找機遇也沒有
用。我們也有自己的 『危』，要把這種 『危

』，轉化為機遇，不能一片哀歌，企業在困
難時要有 『傲骨』，要挺起腰桿充分發揮自
身的優勢和潛能。」

他表示這輪經濟危機產生的影響廣泛而
深刻，對此，企業要有心理準備，但不同的
行業和企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不一樣。中央
財政刺激經濟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及由此
撬動大量的地方和社會投資，加上隨後出台
的有關金融、稅收、財政的配套政策，將帶
來極為廣闊的建築市場空間。不僅公司建築
業面臨大好發展機遇，而且對正在實施的水
泥產能規模擴張和民爆化工兼併重組，也帶

來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拓展前景。
「國家前所未有的巨大投資是企業新增

的發展空間」，葛洲壩集團既有 「存量」又
有 「增量」， 「要在這新一輪大投資中發揮
主力軍作用」，楊繼學說。

葛洲壩集團公司因整體承建萬里長江第
一壩──葛洲壩工程而得名，是世界最大水
利樞紐工程──三峽工程建設的主力軍，是
中國最早參與國際工程建設的企業，葛洲壩
品牌享有良好國際聲譽。

幾年來，集團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規範
運作，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階，體制機制完善

、核心競爭力提高。在建築承包企業優勢外
，集團還轉型投資高速公路、水泥、房地產
。去年下半年，集團利潤增長高於中央企業
平均增長水平，今年元月集團建築板塊營業
收入增48%，基建任務儲備充足，合同訂單
多，預計今年各項指標比去年有大幅增長。

既抓機遇 亦防風險
「在看到機遇的同時，我們也要正視風

險並有效抗禦風險。」楊繼學表示，要控制
和防範國際承包工程正在經受的現實風險、
房地產業正在遭受的直接風險、多領域全方
位高強度的履約風險。金融危機等對我國經
濟的傳導和影響，深度尚未見底，困難還在
後頭，對我們房地產業、國際工程、投資業
已經形成的衝擊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中國保
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方針和國際上應對金
融危機影響的政策舉措，都有一個實施周期
，需假以時日才能顯現效果。這一過程中不
穩定、不確定因素太多，有效防範尚不可測
的衍生風險，是對我們的嚴峻挑戰和考驗。

一名新當選的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
提案不僅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且獲得全國
人大委員會審議通過並被採納，這樣的榮譽在全
國二千多名政協委員中並不多見。他就是來自僑
界的全國政協委員、深圳旭飛集團董事長黃少良。

內地去年相繼發生三鹿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
，黃少良經過幾個月調研，撰寫了關於《盡早成

立國家食品安全管理委
員會》的提案。這提案
相繼得到國務院秘書長
馬凱、國務院副總理回
良玉、全國政協主席賈
慶林等中央領導批示。
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國內
多家媒體開始紛紛採訪
黃少良，他的提案被稱
為 「最優秀的提案」。
（本報記者劉衛東、王慧）

【本報記者冀萍、高鐸北京報道】 「比
照上海的浦東新區和天津的濱海新區，中
央應該考慮在重慶設立綜合改革開放示範區
——兩江新區，成為重慶和西部發展的核心
引擎。重慶將成為中國內陸最開放的城市勢
在必行。」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
程貽舉對本報記者說： 「金融危機對重慶這
樣並不主要依賴外向型經濟的地方來說，反
而是個發展契機，應該加快重慶兩江新區的
設立。」

重慶方面醞釀良久並準備向國務院申報
擬建中國第三新特區──面積960平方公里的
兩江新區，政府和專家學者去年一直在努力，
從這次人大代表程貽舉的建議中就可見端倪。

仿效上海天津
程貽舉說： 「重慶從資源、工業、金融

到體制政策等等方面都極具優勢，特別是西
部大開發的橋頭堡和西部唯一集水陸空運輸
方式為一體的交通樞紐；顯然時機已經成熟

，應該對重慶進行新的定位，現在全國有浦
東新區，濱海新區，我們對第三個經濟開發
區──兩江新區的設立很有信心。」

重慶冀望兩江新區的設立，可把重慶建
設成為西部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
平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國際生產性
服務外包基地、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和國
際物流中心、西南地區金融中心，最終形成
與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功能定位相
仿的創新型經濟示範區。

在產業功能和布局規劃上，兩江新區突
出設定汽車摩托車產業重點發展區、現代製
造業集聚區、微電子產行業集聚區、生物醫
藥產業集聚區、金融業服務區、服務外包產
業集聚區、現代物流業服務區、資源加工科
技示範區、環保生態產業示範區、其他現代
服務業集聚區，有效聚集先進的生產要素。
「很多大城市都有北部新區，但是只有重慶

坐擁兩江，所以我們提出兩江新區的概念。
」程貽舉解釋說。

葛洲壩集團總經理楊繼學：

善用危中之機

榆林三招入手迎海嘯 重慶籲打造兩江新區

▶李金柱

全國政協委員、內地著名雕塑家吳為山表示
， 「城市雕塑」有 「城市之魂」之稱，內地一些
具有較高藝術水準和歷史價值的城市雕塑由於保
護措施不完善，被損壞的現象嚴重。他提交了題
為《關於對城市雕塑實施評級分級保護措施》的
提案，建議由內地專家組成評審團，對現有的城
市雕塑進行普查，評估其
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並
劃分級別。在此之後，每5
年進行一次全國評審，把
新建成的城市雕塑分級並
納入管理計劃中，對重點
城市雕塑進行重點保護，
對偷盜城市雕塑進行非法
買賣的行為，通過立法給
予懲罰。 （本報記者陳旻）

今年 10 月 16 日，是 「中國新聞鉅子」范長
江的百年誕辰。昨日，四川省委宣傳部和內江市
在京舉行 「籌備范長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活動座
談會」，與中央有關部門和境內外媒體、范長江
家屬，共商長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繼承弘揚長
江精神。

范長江曾經擔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人民日報
社社長等要職，為中國新聞奉獻畢生光熱；他創
建中國青年記者協會的日子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
記者節的紀念日，以他名字命名的 「范長江新聞
獎」是全國中青年記者的優秀成果最高榮譽獎，
獲評者無一不是當代文品俱佳的名記者。

范長江與大公報非常有淵源。1933年下半年
，范長江為天津的《大公報》等報紙投稿，開始
其新聞生涯；1935 年5月，他在《大公報》資助
下，以 「特約通訊員」的身份開始西部行，沿途
寫下大量旅行通訊，詳盡報道當時國內政治局勢
的變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
爭。這些通訊陸續發表在當時國內非官方的最大
媒體《大公報》上，在全國引起強烈回響。

（本報記者陳明）

食品安全提案獲高度重視

委員籲分級保護城市雕塑

京籌范長江百歲冥壽活動

湯錫坤

黃少良黃少良

吳為山吳為山

潮州市做好準備，擔當粵潮州市做好準備，擔當粵
台合作新時期的橋頭堡台合作新時期的橋頭堡

潮州市致力提升自
身特色產業升級步
伐，提高自主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