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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发放不超过15亿元的奖补资金、3年
支持 30个左右城市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
链、支持公共服务功能突出的综合货运枢纽及集
疏运体系项目建设……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
部发布的 《关于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的通知》 提出上述举措。业内人士介绍，《通知》
旨在优化货物运输结构，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深度
融合发展，合力打造互联互通、便捷顺畅、经济
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保障有力的综合货
运枢纽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年支持30个城市补链强链

日前举行的交通运输部部务会议强调，国家
综合货运枢纽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关键节
点，是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衔接的载体，在优化
运输结构、提升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为落实交
通强国战略，国家先后出台了 《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 和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规划》，此次发布的《通知》则是前述
顶层文件的具体细化。

《通知》 提出了具体目标：自 2022年起，用 3
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支持 30个左右城市 （含城市
群中的城市） 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促使综合货运枢纽在运能利用效率、运输服务质
量、运营机制可持续等三方面明显提升，在提高
循环效率、增强循环动能、降低循环成本中发挥
积极作用，从而形成资金流、信息流、商贸流等
多方面集聚效应，更好服务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辐射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支持范围方面，《通知》明确所指综合货运
枢纽既包括枢纽港站等交通运输基础节点，也包
括多节点串联与往返形成的重要网链。其中提
出，优先选择6条主轴上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成渝、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等国家重大战
略区域的枢纽。此外，还应聚焦国家重点产业集
群分布区域，且在进出口贸易、货物运输能力等
方面自发形成规模优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
员贺兴东分析，《通知》从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短板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综合货运枢纽
的具体举措。“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交
通运输有助于国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高效，有助
于更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针对性地
强化综合货运枢纽建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贺兴
东说。

硬联通+软联通，形成发展合力

具体来看，《通知》有三方面实施内容：
基础设施及装备硬联通。结合各类货物运输

需要，支持公共服务功能突出的综合货运枢纽及
集疏运体系项目建设，以盘活存量为主，适度做
优增量。盘活存量，即围绕铁路、水路、航空等
货运基础设施进场站、进港口码头、进园区，延
伸拓展既有线路，实施专用线路新建或改扩建工

程等；做优增量，即围绕有效满足多式联运节点
集散分拨需要，对现有仓储、堆场实施扩能改
造，适当新建仓储、堆场，增加设施容量。

规则标准及服务软联通。引导完善与多式联
运适配的服务和规则标准。《通知》提出，加快推
动多种运输方式的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应用全程

“一单制”联运服务，铁路运单、订舱托运单、场
站收据、海运提单、邮政快递运单等实现单证信
息交叉验证与互认。

建立健全一体化运营机制。《通知》 鼓励铁
路、水路、航空等不同运输企业加强合作，鼓励
这些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邮政企业、快递企
业、供应链平台企业、跨境电商等加强合作，发
挥各方资源优势和专业化水平，形成发展合力。

贺兴东说，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要使综合
货运枢纽在运能利用的效率、运输服务的质量、
运营机制的可持续等方面有明显提升，而实现这
一目标就意味着货运行业整体效率的提升。

“奖补结合”优化激励机制

在支持资金分配方面，《通知》也作出了详细
规定。

《通知》提出，财政部根据交通运输部建议名
单，结合财力情况，采取“奖补结合”方式，专
门安排一定规模的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以下简称奖补资金） 予以支持，并加强对车辆购

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的公路建设等其他相关项目资
金、中央企业资金的统筹协调。

在数额上，奖补资金按照每个城市原则上不
超过15亿元、每个城市群原则上不超过30亿元控
制。具体按交通运输部核定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奖
补，东部、中部 （含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
地区奖补比例分别为 40%、50%、60%，实施第一
年按每个城市5亿元的统一标准予以补助 （城市群
补助总额按 10 亿元上限控制），用于启动相关工
作。后续年度根据绩效评价结果予以奖励。

在资金使用方面，《通知》明确，有关城市或
城市群应按照有关规定和修改完善后的实施方
案，将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及装备硬联
通，引导规则标准及服务软联通，引导建立健全
一体化运营机制等，不得用于征地拆迁、房地产
开发、楼堂馆所建设以及除前述规定用途外的物
流园区建设和运营。鼓励城市或城市群加强各方
面资金统筹，创新投入机制，灵活采取多种方式
吸引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两部门发布通知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让货运物流更加畅通高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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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结合方式，抢收早稻。图为 7月 11日，在永州市道县四马桥镇金
狮头村，农民驾驶大型机械收割早稻。 蒋克青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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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着力打造陆
港型和生产服务型国际物流枢纽，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图为在柳州南编组站，司
机驾驶机车对南来北往的货运列车进行
重新编组。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 重庆首条为当地优质农产品外销
保驾护航的全货机运输航线——脆李货
运包机近日开通。图为重庆市巫山县脆
李产地仓的工作人员将物流运输单贴在
包装好的脆李盒上。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第 28 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甘肃
省兰州市拉开帷幕。作为西部地区主题鲜明、特
色突出的重要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本届兰洽会以
新通道、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频频

“亮相”，截至目前签约项目金额达 4300 亿元，比
上届增长10%，合作交流成果丰硕。

新通道让古丝路焕发新活力

本届兰洽会前夕，一列装载着近500吨纯碱的
货运班列从甘肃 （兰州） 国际陆港出发，班列的
货物在江苏连云港换装轮船，通过铁海联运方
式，最终运往尼日利亚。这是陇、苏两省利用陆
港、海港优势共建“一带一路”陆海联运通道的
最新成果，为西部货物出海再添新通道。

截至目前，甘肃省已经形成中亚、欧洲、南
亚以及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四向五条”国际货
运通道，东部地区的家电、服装百货，西部地区
的铝材、特色农产品在这里集结运往国外。东南
亚的热带水果和冰鲜水产品，中亚的矿产品、石
棉等货物沿着这些线路进入中国消费市场。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复杂环境，与会国家更
加看好“一带一路”的潜力和活力。马来西亚是本届
兰洽会主宾国之一。在中国（甘肃）—马来西亚产业
推介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上，甘肃省4家企业与马来
西亚相关企业在棕榈油贸易、中药材贸易、中医
药产业及文化合作、农业技术与滴灌设备合作等
领域达成签约合作，签约金额达1.72亿美元。

马来西亚相关政府官员在签约仪式上说，马
来西亚是“一带一路”建设下的直接受益者。

兰州海关统计，2022 年前 5 个月 ，甘肃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31.5 亿元，增长
24%，占甘肃外贸总值的 48.6%，比上年同期增加
1.6个百分点。

新材料产业广受青睐

重复定位精确度控制在 0.03 毫米以内的工业
机器人、可以互联互通的云屏显示器、造型“拉
风”的新能源电动车……本届兰洽会期间，一件
件“吸睛”产品引来商客驻足观看。

近年来，甘肃把新材料产业摆在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突出位置。
本届兰洽会期间，兰州新

区成功引进签约项目 32 个，
总投资 700.2 亿元，其中，新
材料产业项目投资金额 468.3
亿元，占比超过六成。

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下属的甘肃海亮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计划在兰州新区投资 89亿元建
设 15万吨高性能铜箔产线。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冲
表示，经过近 10年培育发展，兰州新区在高性能
铜箔制造、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已初步形成产业集
群，各类生产要素协同互补，为企业投资生产提
供了有利环境。

记者采访了解到，甘肃已经成立甘肃省材料
学会。“十四五”期间，甘肃将立足传统工业优
势，锚定打造国家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在政
策引导、科研平台建设、产业集聚、深化产能合
作等方面发力，形成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新材料
产业集群。

这里“风光”无限好

本届兰洽会期间，兰州广通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传来好消息。该公司与德国卡梅拜尔汽车有
限公司签订了一笔 60台纯电动公交车的大单。德
国签约方在视频连线致辞中表示，德国和欧洲电
动客车面临巨大需求，希望双方未来有更广阔的
合作空间。

在甘肃，以风机、光伏装备制造、新能源电
池材料研发生产、氢能制造、大数据产业等为代
表的新能源相关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并不断壮
大。甘肃还在谋划“陇电入鲁”“陇电入浙”“陇
电入沪”新能源特高压外送通道，助力东部地
区清洁低碳发展，风光大省正向新能源强省华丽
转身。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新能源产业迎来新
一轮发展机遇。本届兰洽会期间，与会各方也都
紧盯这一“风口”，加快合作步伐。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副
总经理陈刚表示，甘肃绿电价格相对于其他地方
较低，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该公司计划在兰州
新区投资建设氢能产业园项目，集绿电制氢，氢
储能、运输、应用和氢燃料电池制造、氢能设备
研发制造为一体，高质量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据新华社兰州7月10日电 记者王铭禹、文
静、张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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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企业复产稳产，贵州贵阳电力部门日前组织园区服务队
前往贵阳多个工业园区开展用电检查，及时解决企业用电需求和用
电安全问题。图为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园区服务队工作人员在贵阳
小孟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对生产及检查设备进行安全用电“体检”。

杨志坚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获悉，今年住建部将继续选取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部分
设区城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从生
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
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
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方面建立城
市体检指标体系。样本城市可以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自建房安全
专项整治、老旧管网改造和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等工作需要，适当增加
城市体检内容。

城市体检是通过综合评价城市

发展建设状况、有针对性制定对策
措施，优化城市发展目标、补齐城市
建设短板、解决“城市病”问题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城市人
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将采取城市自体检、第三方体检和
社会满意度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城市体检，包括数据采集、分析评
价、形成体检报告和平台建设4个
工作步骤。样本城市于今年 10 月
底前完成城市自体检报告，第三方
体检报告于11月底前完成编制。

住建部开展2022年城市体检工作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 日
发布数据显示，6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 249.9 万辆和 250.2 万辆，
环比分别增长 29.7%和 34.4%，同
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结束
了下降趋势。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
绍，6月，我国汽车产业受疫情影
响的供应链已全面恢复，企业加快
生产节奏弥补损失。在国家购置税
减半政策、地方政府促汽车消费政

策推动下，6月乘用车市场批发量
表现良好，终端市场也有明显起
色，总体呈现明显增长，表现出

“淡季不淡”特征。
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降幅比1至5月收窄5.9个百分
点和5.6个百分点。其中，我国新能源
汽车上半年产销量分别达266.1万辆
和26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8.2%
和115%，市场占有率达21.6%。

本报合肥7月 11日电 （记者
韩俊杰） 近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
通报《“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将以中国科大为纽带，汇聚世
界创新力量，发挥科技体制创新引
领作用，将“科大硅谷”建成创新
资源最密、创新活力最强、体制机
制最活、创新创业环境最优的卓越
创新中心之一。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方案中涵

盖了 22 条政策措施，从鼓励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加大“高精尖缺”
人才补贴力度、创新投融资模式等
方面给予政策保障。力争到 2025
年，“科大硅谷”将汇聚各类优秀
人 才 超 10 万 名 ， 基 金 规 模 超
2000 亿 元 ， 集 聚 各 类 科 技 型 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科创服务机
构等超 1 万家及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 1000 家等。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李婕）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获悉，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各地人社部门紧抓毕
业季关键时段，围绕高校毕业生求
职需求，集中推出招聘活动，各社
会参与主体针对行业、区域用工需

求，持续推出专场招聘。截至7月
3 日 ， 线 上 举 办 招 聘 会 10662 场
次，共计 55 万家用人单位发布岗
位需求 1448 万人次，上线求职的
劳动者 1336 万人次。线下举办招
聘会4268场次，共计9万家用人单
位提供岗位需求24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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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推进“科大硅谷”建设
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0家

6月汽车产销量同比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