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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问：陕西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全力推
进丝路经济带建设工作？

方玮峰：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欧亚大陆桥上
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开发高地之一，
在与中亚地区合作中优势十分明显。基于此，陕西省委、
省政府提出了把陕西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战
略定位。围绕这一定位，着力推进建设“五个新起点”：
即交通物流新起点、科技创新新起点、产业合作新起点、
文化旅游新起点和金融合作新起点。

目前，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建设工作，主要
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

一是关键在构建开放交流平台，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
高地。李克强总理在陕西考察调研时指出，“陕西要在新一
轮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西部科学发展中当
好新引擎，要利用好区位优势，形成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这是对陕西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一要发挥欧亚经济论
坛和丝博会的作用，成为我国与欧亚特别是中亚各国交流磋商
的重要平台；二要建设面向中亚的西安自由贸易园区，打造国
际商贸物流中心；三要建设能源期货交易所和能源大宗商品交
易中心，搭建具有国际化的能源金融信息和技术交流平台。同
时，积极争取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总部落户西安，建立与中亚
各国的合作发展基金，优先推动建立陕哈合作基金；四要建设
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基地。

二是核心在完善区域合作机制，确保重点项目有序推
进。实现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互利共赢的前提是
必须建立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
放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我省已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亚各国
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

三是根本在加强沟通衔接，推进相关工作的落实，持
续提升大西安国际化竞争力，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商
贸物流中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坚持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推动与丝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引导建材、食
品、纺织、电子、光伏等企业到中亚国家建设生产基地，
释放富余产能。重点在能源、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金
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产业转型升级获得驱动力

问：作为能源大省，陕西省将如何推动能源产业结构

调整，促进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方玮峰：陕西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通过坚持“三

个转化”，加快十大基地、十大园区、十大工程建设步
伐，稳步增加一次产能，大力推进煤电一体化、煤化一体
化、油炼化一体化，能源化工产业呈现高端化、高质化、
高新化发展态势，使得我省在能源产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保
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煤电化一体化、油炼化一体
化、能源装备一体化等重点产业，积极推进化工产业高端
化、电源建设大型化、载能工业特色化，打造世界级能源
化工基地。其中煤化工领域，要加快烯烃工程、制油工
程、芳烃工程建设步伐，重点构建煤制烯烃、煤制芳烃、
煤制醋酸等产业链，并向相关深加工产业领域延伸，推进
能源化工产业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同时，加快创新驱动、加强配套协作，发展循环经
济，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特色优势产业支撑发
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并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主要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
现代服务业4个产业展开。

丝路建设需兼顾“软件”规划

问：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也要兼顾“软件”的规划，那
么发改委在科教文卫建设规划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方玮峰：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陕西省社会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改委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2014
年，发改委通过“一个并重、一个并行、一个并举”推进
教育发展。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为改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基础
条件，发改委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联合省级有关
部门先后编制了 《陕西省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4—2016年） 建设规划》 和 《陕西省全面改善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规划 （2014—2018
年）》，全面改善我省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守
住教育基本底线。2014 年，共安排各类教育项目 347 个，
总投资11.5亿元，有效地保证了兜底线、惠民生的目标。

在卫生事业方面，要重点推动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2014年，由发改委牵头，会同省级相关部门，起草了《陕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经省政府常务会审定通过后于12月份
以省政府名义正式印发。《意见》 坚持“以人为本、统筹
推进，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原

则，在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加大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
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省健
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 4.8%，全产业链占 GDP
的比重达到10%的总体目标。

《意见》 明确了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全面发展中医药
医疗保健服务、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支持发展多元化
健康服务、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积极推动健康旅游发展、
积极发展健康保险服务、培育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
推进健康服务信息化等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9 项任务。
下一步，发改委将根据《意见》的任务分工，配合相关部
门制定配套政策，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到位，促进全省
健康服务业协调发展。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陕西省系统梳理全省文化资源
并进行统一规划，确定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
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按照唯一性、至高性、标志性的原
则，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了 30个重大文化项目。30个重大
文化项目从各个方面诠释了陕西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项目的催化和带动，将奠定全省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增强陕西文化软
实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
用。

截至目前，重大文化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开工项目
12个。下一步，按照《重大文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督
促推进重大文化项目建设，定期通报重大文化项目进展情
况，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提出省上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重大
文化项目退出和调整的建议。

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谈丝路经济带建设：

经济与文化缺一不可
吴绍礼 杨旭景

作为全省经济社会综合管理部门及推进经济生态领域改革的协调部门，陕
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力推进丝路经济带建设工作。在宏观指导全省经济体
制改革、统筹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陕西省发改委做了哪些工作？日前，陕西
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接受了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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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丝 路 聚 焦

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见到大量中
国制造的商品，在格鲁吉亚受到该国总统总理
的隆重接见，在土耳其感受中国援建的高铁，在
希腊参观中国投资的港口……在跟随陕西卫视

“丝绸之路万里行”节目组横穿欧亚大陆的旅程
中，陕西省政协特聘委员、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切身感受到了新丝绸之路所散发出来的热度。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市长在接受
我们的采访时表示，非常期待中国能够把高铁
修到中亚来。”肖云儒说，车队受到了沿途多国
政要的欢迎。沿途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给中国
的企业带来了商机，中石油、中铁建、中远等大
型央企，已经开始沿着古丝绸之路向西进军。

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陕西，
已有不少大型省属国有企业在中亚扎根，比
如，延长集团和西电集团参与了哈萨克斯坦的
能源和电力项目，铜川的水泥企业在哈萨克斯
坦建起了该国最大的水泥厂，陕汽的卡车正驰
骋在中亚多国的道路上……但这些还远远不
够，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继续鼓励陕
西企业进军中亚乃至更远的地区，是陕西发展
外向型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最佳路径。

在陕西省两会上，政协委员谷孟宾即提
出，作为装备制造业强省，在国内行业利润下
降的情况下，陕西应加快相关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及早转移已经或即将过剩的产能。

促企业走出去
需要“大小通吃”

在丝绸之路万里行的旅途中，还有一个细

节让肖云儒印象深刻。“相比大型项目投资，
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在沿途各国更具有优势，但
它们都和陕西无关。”肖云儒说，“在佛罗伦
萨，一条街几乎全住的是来自浙江的商人，浙
江生产的各种小商品让他们成功扎下根来。”
在肖云儒看来，这些和当地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小商品，或许更有助于推动民心相通。反观陕
西，小商品是一块短板。

陕西省人大代表张为国认为，这块短板可
以从特色的农产品开始补起，比如陕北的苹果、
陕南的茶叶、耀州的瓷器和汉水流域的丝绸。

“古时张骞把茶叶、丝绸、瓷器带出国门，又把其
他国家的东西带回国内，这就是做到了互通有
无，今天看来仍然是可行的。”张为国说。

“陕西为什么没有大型的民营企业，这个
问题值得反思。”陕西省省长娄勤俭曾在多个
场合说过这句话。他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已在省内站住脚跟的民营
企业并不愿意走出去。

张为国认为，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
度还是比较大的，之所以形成以上尴尬的局
面，更多的问题来自企业内部，比如语言、贸
易规则、法律援助等。张为国的公司在跟俄罗
斯的贸易合作中，就曾因“货到付款”还是

“款到发货”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但是只要走
出去，适应大潮，企业总会找到自己的市场份
额。”张为国坚信。

传承丝路文化
内容重于形式

丝绸之路还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是世界
文化遗产的密集地带，是世界古文明的动力
带，是当代文明的闪光带。除了经济交流之
外，丝路文化交流也给肖云儒此次丝路行带来
了深刻的感触。

“西部文化自古就成一体、彼此交融，长
安作为西部文化展示平台，辐射范围很广。现
在，如何构建丝绸之路文化带已然成为一个重
要议题。”肖云儒说。

“丝路精神就是走出去谋发展的精神，传
承丝路文化，不仅要在形式上寻求创新，更需
要西部文学家、艺术家扎根于此，通过更加丰
富的内容将丝路精神和西部文化传递出去。”
肖云儒认为，要不断传承丝路文脉，打造丝路
文化基地，创造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吴绍礼 尹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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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

助力安塞农业发展
党宇婷 薛婷婷 李 强

“三驾马车”

助力安塞农业发展
党宇婷 薛婷婷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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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新加坡客商傅吉一行

20142014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方玮峰方玮峰
会见新加坡客商傅吉一行会见新加坡客商傅吉一行

20142014 年年，，由外交部经济司组织的由外交部经济司组织的““外外
交官重走丝绸之路交官重走丝绸之路””活动中活动中，，来自来自1616个国个国
家的家的2424名外交官参观西安大唐西市名外交官参观西安大唐西市

外交官们参观陕汽重卡外交官们参观陕汽重卡外交官们参观陕汽重卡
外交官们参观西高新开发区外交官们参观西高新开发区

棚栽业

砖窑湾镇宋家沟村以前发展的是弓棚、
标准棚种植，在征得全村村民的一致同意
后，今年对大棚产业进行了“改造升级”。“我
家原来的标准棚每年能收入1.5万余元，现
在建成五代大棚后，每年能收入5万多元。”
村民寇军毛高兴地说。

砖窑湾镇副书记高塞军介绍，村里以前
大棚每年能收入60多万元，对大棚进行升级
改造后，全村新建五代大棚80多座，全村收
入能达400多万元，户均收入6万多元。

宋家沟村的蜕变只是“美丽安塞”建
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陕西省安塞县按照“开发
山地资源、扩大基地规模、延伸产业链
条、做亮蔬菜品牌”的工作思路，全面
实施“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种植模
式，大力推广太阳能杀虫、紫光灯杀菌
等实用技术，全面推进棚栽业规模化、
区域化和园区式发展。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大棚蔬菜 3.858 万座，弓棚 1.2 万
座，年生产蔬菜 22.3 万吨，产值达 5.75
亿元。该县投资 3600 多万元，在旧棚改
造、新建大棚、新技术推广、菜农培训
和打造蔬菜品牌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优
化升级，预计全县菜农可增收 3500 多万
元，人均增收800多元。

苹果业

“苹果产业是一个‘双赢’的好产业，
既给大山盖‘被子’，又给农民赚‘票子’，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安塞县委书记吴聪
聪如是说。

沿河湾是安塞县的苹果产业大镇，全
镇有苹果面积5万亩，苹果专业村7个，每
年仅苹果一项收入 5000 多万元。“听说村
上今年要发展苹果产业，村里在外打工的
村民们都纷纷回家栽果树，我栽了 12 亩，
全村栽了1120多亩，只要精细管护，5年以

后 我 们 就 能 见 到 效 益 ，好 日 子 指 日 可
待！”崖窑村民刘志明笑着说。“今年，全
县新建果园面积 3 万亩，主要解决产业发
展空白村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苹果产业
全覆盖。”在检查新建园苗木成活率的县
果业局长刘浩说。

安塞果业的迅猛发展，成功破解了山
区群众发展产业的“瓶颈”，山地苹果产业
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全县现
有苹果面积 40 万亩，已形成了 10 个万亩
苹果产业带，30 多个苹果专业村，建成省
级生态示范村 5 个，市级示范园 28 个，县
级示范园147个。

草畜业

提到安塞，人们自然就能想到腰鼓、
剪纸、农民画、民歌四张名片，而王家湾
地椒羊肉可以说是安塞的第五张名片。

“我们建养殖厂，实行政府补贴、项目
配套、个人出资，这样既有利于推进产业建
设，又能全面形成集约化规模养殖，养殖已
成为我们镇农村最具生命力、效益最为显著
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现场检查舍饲养
殖基地建设的该镇镇长孙宏宇说。

为了全面推进全县畜牧产业健康发
展，安塞县按照“果菜基地发展猪、北部山
区草食畜、城镇矿区奶蛋禽”的发展思路，
启动实施了畜牧产业开发综合项目，目前已
启动建设千只养羊场16个、养猪场3个，发
展养殖户281户，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年出栏
羊6万余只，出栏猪5000余头，户均年收入
增加3万-5万元。

“我们按照‘土地流转建产业、围绕产
业建家园、依靠产业来致富’的思路，因
地制宜的发展产业，保证广大村民能有事
干、能致富。”县长杨宏兰这样强调。

“塞上风景秀，产业势如虹。”棚栽
业、苹果业、草畜业一如安塞农业产业
的“三驾马车”，正勾画着美丽安塞建设
的如锦美图。

过剩产能转移
寻找释放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