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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34个合作项目、 缔结8
对友城关系……今年3月底， 一
支高级别新疆友好交流访问团出
访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 在经
贸、 金融、 科技、 教育、 卫生、
友城等领域带回扎实成果。

这是新疆主动作为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最新注脚。 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 开年以
来， 新疆一手抓 “硬件” 深入推
进口岸经济带建设， 一手抓 “软
件” 丰富开放载体、 提升开放层
次， 在打造向西开放桥头堡进程
中取得持续显现的成效。

畅通道
从高空俯瞰， 新疆犹如一块

美玉， 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 红
其拉甫、 塔克什肯……国务院批
准的20个对外开放口岸， 犹如珍
珠镶嵌其间， 颇有 “大珠小珠落
玉盘” 的神韵。

4月3日， 位于帕米尔高原上
的红其拉甫口岸结束 “冬眠 ”，
恢复通关。 从国门望去， 四周冰
雪仍未完全融化， 而出入中国与
巴基斯坦的车辆有序流动。 记者
了解到， 有关方面正积极申请将
红其拉甫打造成常年开放口岸，

进一步提升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能
力。

跨越天山向北， 在中哈边境
城市霍尔果斯， 无论是铁路口岸
还是公路口岸， 过货量都处在高
位运行， 中欧 （中亚） 班列和商
品车等出入繁忙。

“口岸是新疆外贸发展的生
命线， 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前沿。”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
涛说， 新疆持续推动口岸货运畅
通， 为全区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
前列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形”看，新疆开放正劲，在
去年高位增长基础上，今年前2个
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3.9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4%。

从 “势 ” 看 ， 新疆开放向
好， 去年以来自治区开展口岸保
通保畅专项行动， 15个口岸恢复
过货， 较上年增加5个， 仅公路
口岸过货量就增长了1.7倍。

强平台
春回日暖， 阿拉山口站换装

场机车穿梭， 站场扩能改造项目
正有序开展， 项目建成后， 将进
一步压缩中欧 （中亚） 班列换装
时间。 与此同时， 兰新铁路精河

至阿拉山口增建二线工程推进顺
利， 以更好匹配与日俱增的班列
出入需求。

在南疆， 喀什机场与近在咫
尺的喀什综保区即将实现物理
“合龙”， 综保区、 经开区、 航空
港区等开放平台利好政策有望在
不久的将来实现叠加融合。

一头织密开放 “硬” 通道，
一头升级开放 “软” 平台， 这是
新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
出的 “组合拳”。

记者了解到 ， 2022年以来 ，
新疆新获批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 2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 1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 1个二手车业务出口地
区、 1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 各
类开放平台集聚融合， 为新疆打
造向西开放高地提供了更广泛的
支撑。

“过去一段时期您可以看
到， 喀什综保区正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拔节生长。” 多次接受记者
采访的喀什综保区主任马海涛
说， 跨境电商加速发展的同时，
象征着价值链更长的一般贸易、
生产性加工贸易等也在逐步释放
潜能， 助推 “通道经济” 更好向
“口岸经济” “产业经济” 转变。

乌鲁木齐海关副关长李清华
表示， 未来将利用好新疆多元对
外开放平台， 推进 “跨境电商+
中欧班列” “跨境电商+货运包
机” “跨境电商+TIR运输 ” 等
跨境物流新模式， 推动跨境电商
产业集群发展， 推动传统业态和
新业态深度融合， 激发新疆口岸
经济带发展新动能。

优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畅

通道、 强平台， 也要着力营造良
好的开放环境， 不断育新机开新
局。

此次新疆友好交流访问团出
访中亚， 签署了8项友城合作协
议和意向书， 向西开放的 “朋友
圈” 继续扩大。

记者注意到， 此前不久， 新
疆党政代表团接连赴甘肃、 青海
等省份考察学习， 以共建 “一带
一路” 倡议提出10周年为契机，
推动建立西北省区协同向西开放
工作机制 ， 新疆 “西引东来 ”
“东联西出” 的内通外联格局加
快形成。

此外， 商务部等17部门近期
印发 《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边 （跨） 境经济合作区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明确
了5类15方面政策举措。

邢涛告诉记者， 具体到地方
而言， 新疆边合区 “小组团” 滚
动开发实施方案逐步完成， 下一
步将依托资源、 市场特点构建完
善特色产业链， 切实把区位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今年年初， 新疆提出打造以
油气生产加工 、 煤炭煤电煤化
工、 绿色矿业等为代表的 “八大
产业集群”。 眼下， 各地正结合
“投资中国年” 等系列活动， 大
力吸引外资， 优化营商环境， 朝
着 “外商投资涌天山” 的方向努
力。

不只加强经贸 “对流”， 还
着力深化人文交流 。 记者了解
到， 自治区文旅部门将联合哈萨
克斯坦等毗邻国家共同推进霍尔
果斯市、 吉木乃县、 塔城市等创
建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试
验区， 全方位、 多层次扩大开放
“朋友圈”。

自治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新疆将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 加快对内对外大通道建
设， 让亚欧黄金通道彰显 “黄金
价值”、 创造 “黄金效益”。

据新华社

让“黄金通道”创造“黄金效益”

一头连着脱贫增收、 乡村振
兴， 一头连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 “土特产” 里有大文章。
这些年， 许多地方特色农产品频
频打破地域局限 “出圈”。 在4月
1日至4日召开的2023中国种子大
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 不少与会
嘉宾讲述了 “一粒种子成就一个
产业” 的故事。

以椰汁为汤底， 文昌鸡切块
焖煮， 香气四溢……在很多城市
的餐厅， 都能品尝到海南美食椰
子鸡。 品种保护和育种创新从源
头保障肉鸡品质 ， 助力文昌鸡
“飞得” 更远。 在文昌鸡国家级
保种场 ， 每只鸡独享 “单间 ”，
从这些 “曾祖辈” 的鸡算起， 繁
衍至第三代 “父母代” 种鸡将用
于生产商品鸡苗。

“把控好种源才能养出好
鸡。” 海南 （潭牛） 文昌鸡股份
有限公司种禽事业部总监王秀萍
介绍 ， 公司2002年建立该保种
场， 培育出的潭牛鸡配套系是海
南首个通过国家审定的优质肉鸡
配套系 。 公司还向农户提供种
苗、 技术， 按照生产规程饲养后
统一回购。

与会嘉宾指出， 立足当地自
然资源、找准特色，不少地方在脱

贫攻坚、 乡村振兴中把小品种做
成了大产业。但与此同时，品种、
品质和品牌水平较低， 产业链较
短的问题在“土特产”发展中普遍
存在。

“相比大规模种植的作物，
许多特色作物在育种创新上较滞
后， 需要良种带动产业全链条的
发展。” 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 吉林省白城市
农业科学院院长任长忠说， 该产
业技术体系成立10多年来育成65
个以上的新品种， 满足了不同生
态区的种植需求、 不同加工用途
的原料需求， 为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奠定了种源基础。

作为重要的优质杂粮， 燕麦
和荞麦焕发出产业生机。 凉山苦
荞、 武川燕麦、 白城燕麦、 库伦
荞麦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打响知
名度， 我国有一定规模的燕麦、
荞麦加工企业也从10多年前的不
到20家增长到目前的150多家。

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
种质资源则是育种创新的源头。
我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和生物资源
的多样性， 孕育出各地丰富多彩
的饮食文化。 美味的密码， 往往
藏在不起眼的小小种子中。

颜色红润， 清香扑鼻， 米粒

饱满……安徽省颍上县的庄红贡
米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1年
全国农作物十大优异种质资源。
检测发现， 这种米营养价值高，
铁和锌等微量元素含量是普通大
米的8倍至15倍。 看中其市场化
潜力， 当地育种团队正在对种子
提纯复壮， 将申请新品种保护并
进行推广种植。

加快摸清种质资源 “家底”，
为更好地挖掘利用奠定基础。 眼
下，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已基本完成任
务， 征集和收集到各类农作物种
质资源12.4万份。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介绍
说， 新征集和收集的农作物种质
资源中， 包括一大批特色、 特有
或特异的种质资源。 除了在科学
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之外， 有
些还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 或在
食用 、 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功
能， 在乡村振兴中具有较大的潜
在利用价值。 据了解， 2023中国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海南
三亚举行， 聚焦种业振兴行动的
新进展， 以及种业科技创新的新
成果， 由中国种子协会、 海南省
农业农村厅、 三亚市人民政府等
单位共同主办。 据新华社

———新疆开放经济扫描

一粒种子，书写“土特产”大文章
4月5日， 社会各界人士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当日是

清明节， 人们前往各地烈士陵园， 向英烈敬献鲜花， 寄托哀思。
新华社发

清明祭英烈

� 新华社电 教育部等五部门
近日印发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 提
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
右学科专业布点， 新设一批适应
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
式的学科专业， 淘汰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方案明确 ， 到 2025年建好
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专业点、
300个左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基地；在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重
要作用的学科取得突破， 形成一
大批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建
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 现代产业
学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卓越
工程师学院， 建成一批专业特色
学院，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升。

围绕改进高校学科专业设
置 、 调整 、 建设工作 ， 方案指
出， 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 加

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深化新工
科建设， 加强新医科建设， 推进
新农科建设， 加快新文科建设，
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 完善学
科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

方案要求， 各地各高校根据
改革方案， 结合本地本校实际，
“一校一案”研究制定学科专业改
革实施方案， 并结合年度学科专
业设置， 每年报告实施方案落实
情况。

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

� 新华社电 香港金融管理局
总裁余伟文近日表示， 香港与内
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是未来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点工作之
一。 香港将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
心的优势， 进一步优化和扩展互
联互通机制， 助力内地金融市场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余伟文在当日于北京举行的
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
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作上述表示。
在他看来， 近年来， 内地与香港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取得新的
突破， 这不仅是香港金融市场发
展的动力来源， 还为国际投资者
提供了更多便利。

据介绍， 目前国际投资者的
A股资产有近七成是通过 “股票
通” 持有，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交易有六成是通过 “债券通” 进
行的。

“内地金融对外开放仍有巨
大的空间。” 余伟文认为， 目前
“债券通” 投资者仍缺乏有效的
利率风险管理手段， 投资者普遍
希望进入在岸利率互换市场， 降
低交易成本， 提高对冲效率。 香
港与内地金融监管机构将密切合
作， 尽快开通 “互换通” 北向交
易。 同时， 希望扩大债券 “北向
通” 的投资目标， 为国际投资者
提供更全面的资产配置选择。

余伟文认为， 互联互通大大
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内地金融市
场的认受度和参与度， 也能够提
升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 从而增强内地金融市场的活
力与国际竞争力。 香港将继续发
挥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
与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和业界加强
交流合作， 深化内地金融改革开
放， 促进金融业在实体经济活动
中发挥更好作用。

香港内地进一步优化扩展互联互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