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正过山海关”持续发酵：
400 亿元项目群组团落子沈阳

“投资正过山海关”现象持续发酵。记者

从沈阳市政府了解到，9 月 26 日，来自正威

国际、中世控股、浪潮、腾讯、滴滴等知名企业

的 84 个新项目，正式确定组团落户沈阳市浑

南区，覆盖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民生服务等多领域和多业态，总投

资约 400 亿元。沈阳还于当日发布一系列支

持跨境电商的新举措，推动老工业基地形成

多点支撑、多业发展新格局，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

“东北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发展前景无

限。”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表示，

“凡是有眼光的企业家，一定不会错失与老工

业基地携手前行的重大机遇。”近几天，他正

与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的企业家

们组团来沈阳考察，抢抓投资东北新商机。据

介绍，年营业收入突破 5000 亿元、跃居全国

制造业民企 500 强榜单第二名的正威国际，

已决定先期投资 150 亿元，在沈阳建设包括

稀土新材料制造等在内的“新动能创新产业

园”。

今年以来，沈阳坚持开放创新两个轮子

一起转，倒逼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沈阳浑南区是国家自贸试验、自主创新示

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等多重政策红利叠加

区，正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速集聚业态

新、技术优、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

“沈阳以项目为载体聚焦实体经济转型，

推动高质量发展。”沈阳市副市长李松林说，

今年前 8 个月，沈阳开工建设亿元投资以上

项目超过 1000 个，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542
个。宝马、恒大、正威国际、万达、腾讯、阿里等

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相继在沈阳投资布局，

提振了投资信心。

“东北营商环境在变好，我们的投资也在

提速！”腾讯云战略生态部政企合作生态总监

李俊强告诉记者，“下一步，腾讯云将进一步

降低上云门槛，助力老工业基地沈阳首批千

家企业加速上云。” 渊石庆伟冤

■ 吴帅帅 张璇

如果把 2009 年的地方网站论坛作为原

点，9 月 25 至 27 日在杭州举行的 2019 云栖

大会已走过整整十年。

从一个“云里雾里”的概念，到“上云”的

实践，大数据、云计算在 10 年间成为支撑中

国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核心技术

之一。

在位于浙江海宁的正泰新能源光伏电池

车间，最近质检员身旁多了位装载有阿里云

人工智能的新“同事”。它 24 小时无休、识别

速度是人工的两倍以上、质检准确率稳定在

95%以上。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位带有摄像头的

“质检员”已集中学习了 4 万多张瑕疵样片，

凭借背后的云计算算力，它能快速将红外图

像转换为二进制语言，将有瑕疵的电池片分

类放置。

这家企业只是当今云计算助力制造业转

型的一个缩影。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曾印

发《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 （2018-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企业上云意

识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云比例和应用深度

显著提升。

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表示，今天，数据为中

心的云计算已为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搭建了桥，开辟了路。

与此同时，10 年来，我国云计算产业规

模也不断扩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今年 7 月发布的

《云计算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2018 年中

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962.8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39.2%。

除了成为支撑产业转型、数字经济发展

的关键技术，看不见摸不着的“云”也在不知

不觉中改变了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

今年云栖大会上，连续三年亮相的“城市

大脑”依然引人关注。阿里云方面介绍，目前

城市大脑已从交通治理工具成为城市管理中

枢，相关合作应用已经拓展至全球 23 个城

市。

通过摄像头感知，人工智能算法，城市大

脑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让“先停车后付费”

“就诊人数实时感知”“旅游线路设计”等新城

市管理服务功能得以实现。

在政务服务领域，用“一朵云”对接“一件

事”，将“掌上办公”“掌上办事”协同推进，云

计算为政务服务的供给两端带来了便利。

目前，浙江通过政务上云，已构建全省统

一的公共数据平台。截至 9 月 11 日，这一平

台已经涵盖了该省 5700 多万常住人口和

1500 多万家法人单位，归集治理 3066 类

190.8 亿条数据。

“浙江省政府部门间平均每月调用、共享

的数据已达 1200 万次，数据每多一次在‘云’

上的调用流动，可能就意味着群众办事少跑

腿。”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金志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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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安娜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70 年，在人类历史

长河中弹指一挥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

国面貌。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济总量增长超

170 倍，工业增加值增长超 970 倍，城镇和农

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不足 100 元、50 元，增加

到约 4 万元、超 1.4万元……

过去 100 多天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省（区、市）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各省区市

主要负责人密集“登场”，全面介绍 70 年来各

地的深刻变化，将一幅新中国改革发展的美

好画卷铺展在世界面前。这种方式在我国新

闻发布史上是首次。

齐心协力绘就中国发展新画卷

位于祖国最东、最北的黑龙江，是中国版

图上每天最早迎接阳光的省份。走进晨光中

的黑龙江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一座

座农家“标配”小楼格外醒目。“现在收入多

了，住房好了，过上了几乎和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实现了致富奔小康。”村民吴桂凤说。

“70 年来，黑龙江从‘北大荒’变为‘北大

仓’；从‘普遍贫穷’奔向‘全面小康’；进出口

总额增长 873 倍，贸易伙伴发展到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龙

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说。

这是令世界惊叹的中国跨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仅分别为 257 亿元、146 亿

元、127 亿元和 84 亿元，到 2018 年底分别增

至 48.1 万亿元、19.3 万亿元、18.4 万亿元和

5.7 万亿元，增幅少则约 700 倍、多则 1800 多

倍。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型水轮机组、大型

风电机组、350 公里高速动车组、高档数控机

床等先进装备率先实现国产化，其中高档数

控机床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辽宁沿海经

济带、吉林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黑龙江

沿边经济带开放步伐加快，大连金普新区、哈

尔滨新区、长春新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正

在加快建设。

在西部地区，共建“一带一路”串起了多

数省区市，陕西、重庆、甘肃、新疆等进出口贸

易显著增长，昔日封闭内陆如今成为中国走

向世界的开放新前沿。

这是迈向高质量的美丽画卷———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脱贫攻坚成效

显著，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

来，贵州减贫人数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

26.8%减少到 4.3%。”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说。

广西 2012 年至 2018 年贫困发生率从 18%降

至 3.7%。

云南、西藏、四川、内蒙古等地生态安

全屏障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以云南为例，

2012 年到 2018 年，全省森林覆 盖率从

50.03%提高到 60.3%，90%以上的典型生态

系统和 85%以上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

在中部地区，安徽等先进制造业迅速发

展。“从当年的中国第一台 VCD、第一台微型

计算机，到今天的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

子号’、全球最薄 0.12 毫米触控玻璃，创新已

经成为安徽的最靓名片。”安徽省委书记李锦

斌说，近年来，安徽一直在经济转型升级上下

功夫，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 12 年

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 35%，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5400 多家。

在东部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

革开放的先发优势，长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

处于引领地位。以广东和浙江等为代表的制

造业大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2018年，广

东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接近 60%。浙江在役机器人 7.1 万台，约

2/3 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

改革创新塑写神州新图景

1979 年，建港填海的“开山炮”在深圳蛇

口炸响。35 年后的 2014 年，这里成为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的组成部分。5年多来，作为“特区

中的特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每年平均诞生

超过 3 万家企业，平均 3 天推出一项制度创

新成果，制度创新总指数评估在全国自贸片

区中排名第一。

“广东没有特殊的资源禀赋，也没有可以

坐享其成的发展基础，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

就，靠的是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和改革开放的

优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感叹。

70 年来，新中国旧貌换新颜，改革开放是

最深刻的动因。

为了最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浙

江、天津、湖南、河北、山东、宁夏等地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

“浙江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现在平均每

9 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浙江省委书记

车俊说，我们坚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

引撬动各领域改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

领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全省域全方位推进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速自贸试

验区建设，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辽宁等老工业基地，针对国有企业经营

机制不活、竞争力不强、历史遗留问题多等问

题，制定实施了三年攻坚计划，国资国企改革

取得积极进展。东北特钢、东药集团等一些企

业，通过混改实现了扭亏为盈。

山西、内蒙古等积极转型，不断提高经济

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山西是煤炭大省，曾点亮过全国一半的

灯。“我们主动推动煤炭产业走‘减优绿’之

路，并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煤炭去产能走在全

国前列。”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说，今年上半

年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30%，能源生产和消

费正朝着革命性的方向挺进。

如何以绿色发展厚植新优势？福建省委

书记于伟国说，实施全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

制度、开展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改革、推进绿

色金融和用能权有偿使用……福建一直在探

索。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福建

森林覆盖率已达 66.8%。

昔日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安徽，近年

来不断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三变”改革，盘活了农村沉睡资源。目

前，全省 48.1%的村参与了“三变”改革，参与

改革的农户平均每户增收 1000 多元。

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坚定不移打造中

国对外开放新高地。随着中央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1+N”政策体系陆续出台，海

南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形成商事登记“全省通办”等 42 项成果。

“如今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省委书

记刘赐贵说。

改革开放，唤醒创新活力，疏通经济血

脉，促进产业和区域深度融合，也为中国和世

界创造发展机遇。

新时代擘画中国发展新蓝图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展望未来，新的蓝图

正徐徐展开……

清晨的雪山脚下，水源清澈、绿草如茵，

藏羚羊奔跑———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见证

着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从这里出发，不舍

昼夜，奔流南北，支撑起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和经济总量。

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说，青海将开创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更

加美好的明天，到 2025 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世界自然保护地典范，让全世界共享“地

球第三极”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在一江一河流域，河南、江苏、湖北、江西

等沿线省区无一不在探索绿色转型，创新驱

动发展的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

略。

这五大战略为一江一河沿线地区、三大

城市群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更与“一带一

路”倡议等有机衔接，擘画了中国经济发展蓝

图：

要要要使京津冀地区成为引领国家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北京将更好发挥作为‘一核’的带动作

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大气、水污

染联防联控联治，深化三地产业政策衔接与

园区共建。”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林克

庆说。

要要要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强

劲活跃的增长极袁 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

板区尧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和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

“上海将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的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新片区，打造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应

勇说。

要要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充满活力的世

界级城市群尧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重要支撑尧内地与

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尧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

“广东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具体

问题的‘一事三地’‘一规三地’‘一策三地’，

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促进大

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流动；不断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坚持统筹区域城乡

协调发展，省财政计划用 10 年时间分阶段投

入 1600 亿元，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短板。”马兴瑞说。

新时代，新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

将以更崭新、自信的姿态阔步走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共绘神州美好画卷
———新中国成立70年各地变迁扫描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近日，稻

花香集团开展“我与国旗同框”活动，广大

员工在集团办公楼前托起一面巨幅国旗，

致敬伟大祖国，礼赞伟大时代，进一步激昂

爱国热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奋进

中国梦。

袁林 摄影报道

温州医科大学上海临床研究与协同创新

中心、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产业化基

地、复诺健溶瘤病毒免疫药物研发中心近日

同时在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揭牌落

户。长三角精准医学的产业化正在实施跨地

区的布局。

精准医学是多学科、多领域、多技术融合

发展而成的知识与技术体系，其核心是将大

数据应用于临床医学，形成个性化诊疗方案，

从而实现有效预防、精确诊断、精准治疗。

据了解，此次设立的温州医科大学上海

临床研究与协同创新中心由温州医科大学与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上海（南翔）精准医学

产业园共建而成。这一平台将依托温医大的

科研临床资源以及研究院、产业园的产业转

化体系，形成精准医学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

资源的联动，助推精准医学实现跨地区发展。

温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吕帆说，在

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借助跨地区的新平

台，能够汇聚起浙沪两地优质创新资源，合力

推动浙沪在医学研究与临床转化方面实现更

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最新在沪举办的 2019 精准医学产业化

（上海） 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执行院长、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林鑫华说，大数据对精准医学的推动十分重

要。精准医学最终能否落地，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良好的数据支撑。目前，精准医学大数

据研究在数据产生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

据存储能力、数据传输能力等方面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上海 （南翔） 精准医学产业园

等长三角相关产业基地，正围绕“精准预

防”“精准诊断”“精准治疗”“精准康

复”等核心环节，构建精准医学产业生态圈

与创新生态链。

渊李荣冤

长三角精准医学产业化实施跨地区布局

在云栖小镇
见证数字中国的十年“云起”

最美“国旗红”飘扬稻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