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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晚报社联合主办 海航集团特约

“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 ·辽宁11

丝路启示

人物专访

■ 本报特派记者 朱和春 黄畅学
刘笑非 易建阳

“构建海陆空立体交通体系、争建自
由贸易园区、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
作、建成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在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扼守海上丝绸
之路要冲的海南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

“走出去”已成为海南必须要走的发展路
子。

“走出去”，也是海南丝路行采访团在
大连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词；“大连+”，让
这个滨海城市在“一带一路”的宏图中焕
发出勃勃生机。

走出去+引进来=效益

11月5日下午，大连气温骤降，老虎
滩海洋公园游客不多，工作人员正趁着这
个淡季间歇，检查维护园内设施。

老虎滩海洋公园的前身曾是海边一
个不大的市政公园，以自然风光为主，供
市民周末度假玩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这
个市政公园引进了部分娱乐项目，变身虎
滩乐园，再之后，引进主题公园概念，成为
今天的海洋主题公园。

在副园长耿向东看来，海洋主题公园
的建设过程可以反映出旅游概念的发展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走出去学习、交流、
引进，一个环节也不少，“我们到香港海洋
公园去考察学习过，今后还要继续向他们
学习。”

从曾经的自然风景区到如今的海洋
文化主题公园，走出去开阔视野，引进来
先进旅游概念，为老虎滩海洋公园带来直
观的经济效益。据介绍，老虎滩海洋公园
虽然每年的旺季只有5月至10月这半年
时间，但一年的游客量在180万—200万
人次，其中90%是外地游客，这里也被称
为“大连旅游第一站”。

“不仅仅是走出去考察旅游文化项
目，我们多次到釜山考察，那里是东北亚
最大的冷藏基地。”大连保税区保税物流局
功能区运行科科长孙世伟说，“出去考察后
启发很大。”

在多次赴釜山等地考察的基础上，大
窑湾保税港区确定了“推进冷藏中转和冷

藏保税仓储业务发展，建设口岸保税冷链
物流中心”的发展思路，如今，大连保税区
已成为全国口岸最大的保税冷链冷藏物
流基地。

走出去+结伴而行=合力

“预计全市接待游客总数6208万人
次，同比增长8.6%，旅游总收入1115亿
元，同比增长12%。”这组由大连市旅游局
提供的2015年数据无言地反应了大连的
旅游实绩。

同样的滨海旅游，大连的旅游成绩单
为何这样漂亮？他们是如何引客入的？
11月4日下午，大连市旅游局副局长王立
武向海南丝路行采访团一行介绍大连旅
游方面的举措时，记者找到了其中的部分
答案：

利用环渤海16城市旅游合作组织，
按照集群化旅游产业发展思路，打造环渤
海“金项链”；依托东北5城市区旅游联合
体，以及东北17城市成立的东北旅游推广
联盟，深度开发东北江河湖海、山林泉雪等
旅游资源，打造四季东北；走出去，和旅游
资源互补型城市打造联合体“结伴而行”。

“联合体的优势一是在于把域内产品
更多地整合起来，二是对外有了统一品
牌。”王立武认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旅
游产品并不能满足游客的全部需求，区域
内城市结成联合体后可以资源共享共建，
就容易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譬如，他们
先后推出的“飞大连、乘高铁，游东北”和

“吃海鲜、泡温泉，激情滑雪”等旅游品牌，
就是从大连开始走出去的“大连+”路线。

“大连现在开展的婚庆旅游产品就要
向三亚学习。”王立武说道。据他介绍，大
连还将坚持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合作，
包括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

“走出去”还需目的明确

来自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
数据：近年来大连多举并措促进企业“走
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已累计设
立境外企业 581 个，协议投资总额达
125.2亿美元。

据介绍，大连市近年来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上，可谓下足功夫。

“由市领导带队到欧洲、中亚、东南亚等
地区举办经贸活动开辟市场，收获颇
丰。”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
张晓鹏说，作为大连市会展品牌的“中国
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今年干脆
开到了俄罗斯，21家大连企业和45家俄
罗斯企业的参与，为双方贸易合作打下
坚实基础。

同时，大连市还积极推动民营企业进
行异国推介，通过到美国、墨西哥等地举
办展会，打开北美市场缺口，并在异国推
介的过程中看中国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仅墨西哥一行，不仅受到当地政府的欢
迎，还意向签订了200万美元订单。”张晓
鹏介绍道，大连市还在异国设立了产品展
示中心，借助当地企业资源，带动更多的
企业走出去。

加强对外贸易合作与互联互动，除了
主动“走出去”，大连还充分发挥着自己的
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先后利用亚欧大陆
桥打通“大连-满洲里-欧洲”“大连-哈尔
滨-欧洲”运输线，同时积极促进“辽宁-
新加坡-欧洲”等海上航线。如今，大连市
的对外经贸投资额正以每年25%的速度
增长。

但大连仍不满足，电商的兴起让大连
又开始思考跨境电商的发展。“制定最优
惠的政策、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大连本身
的优势足以支撑其发展。”张晓鹏认为，从
大连的发展可以一窥海南的未来：突出的
区位优势、蓬勃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优
惠的政策，海南需要做的，是找准“走出
去”的目标，并在政府层面给予企业支持。

海南致力于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桥头堡，大连的经验，或许能给海南一
些启示和借鉴。

“太平洋的风挽着我的手，去追赶你
奔跑的身影。你的蔚蓝如诗如梦，你的芬
芳从春到冬。我用生命对你承诺，黄金海
岸耸立我们的成功。”这首由当地知名文
化学者杨道立作词、刘欢作曲并演唱的
《大连之恋》曾被作为大连形象歌曲传唱
四方。

在大连采访，能从每一位采访对象身
上感受到他们的“追赶”与“奔跑”，有了这
种精神，“黄金海岸耸立我们的成功”这一
天还会远吗？

（本报大连11月6日电）

城市名片

大连，有“北方明珠”之称，位于辽东半岛
南端，地处黄渤海之滨，是辽宁省沿海经济带
的金融中心、航运物流中心，也是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

大连，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不仅
有丰富的中国近代人文历史旅游资源，还有
许多风景奇秀的自然旅游资源。南部沿海风
景区、旅顺口风景区、金石滩风景区和冰峪风
景区是大连四大名胜风景区。 （朱辑）

内容提要

海南“千年古丝路 又闻
驼铃声”一带一路采访团将
大连作为辽宁行的第二站，
是基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加
强15个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让这些城市成为“一带一路”
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大连与海南的海口、三亚名
列其中。

同样的滨海城市，同样
的港口城市，同样的旅游城
市，大连这些年的发展，可
圈可点的地方实在不少，值
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也很多，
学经验找差距寻动力就是
海南丝路行采访团此行的
目的。

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大连：“走出去”更“带回来”

■ 本报特派记者 朱和春 黄畅学
刘笑非 易建阳

“不要和姚明去争高矮，小个子也有小
个子的优势。每个城市不是所有方面都有
核心竞争力，海口、三亚就搞旅游，就做嘉
年华基地。”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所长刘斌话语诙谐、表情认真，“海口、三亚
联手，最适合打造中国最大最美的邮轮游
艇基地。”

11月5日，大连气温骤降，但在校园一
角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片温馨。作为博士
生导师的刘斌，正在给一群来自海南的记
者“上课”，这节课的关键词是海南旅游及
海口、三亚港口建设。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先后任辽宁
省五金矿产进口公司总经理、美国钢铁公
司采购公司总裁等职，多年从事跨国公司
的投资、融资，股利分配的财务管理方面的
研究，刘斌在接受海南丝路行采访团采访
时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同为滨海城市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
15个港口城市之一，大连、海口、三亚面临
同样的发展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打造核心
竞争优势，是大连和海口三亚同样面临的
新课题。

在刘斌看来，海南的自然资源、地理位
置和气候条件，使得海南拥有极好的开展
邮轮游艇基地建设的条件。“夏天，邮轮从
三亚开出来，一路北上，上海、青岛、大连，
一站一站的；冬天，再一站一站地南下，沿
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刘斌兴致勃勃，
他认为，加快邮轮旅游建设，可以解决海南
夏天旅游“晒”跑游客的问题。

刘斌表示，邮轮旅游经济走出去，走进
“一带一路”，不能是个体走出去，而是“结伴
而行”，打造一个旅游嘉年华，将旅游公司、
港口、船运公司甚至造船企业也带上，因为
造船企业也要研究这条航线怎么走，需要怎
样的船只，形成经营产业链。

刘斌多次来海南，对海南旅游市场、旅
游环境非常熟悉，他对海南即将开通的环
岛高铁对海南旅游业的促进作用非常看
好，认为环岛高铁开通后海南海岸的任何
一个地方都可以打造成热门景点。“要将
海边建得如诗如画，让当地百姓、游客都
乐意去游玩。”

（本报大连11月6日电）

大连海事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

海口三亚最适合
打造中国邮轮游艇基地

■ 本报特派记者 刘笑非 黄畅学
朱和春 易建阳

海阔、水深、不冻不淤，提起黄海之滨
的大连市大窑湾保税港，这是人们对它的
第一印象。这个岸线27公里的避风良港，
碰巧与海南省“同岁”，经过27年的开发建
设，如今已是集现代化、多功能、高效率的
国际深水中转大港。

其实，在保税港区封关运作之初，大
窑湾的发展思路尚且模糊，建设口岸保税
冷链物流中心，则是基于对釜山港的数次
考察后确立的。

“正是对釜山港的考察，让我们真正意
识到了大窑湾保税港区的优势所在，并决
定从釜山港‘虎口夺食’。”大连保税区保税
物流局功能区运行科科长孙世伟说，首先

就市场而言，大连作为“东北窗口”，辐射水
产品消耗极大的东北亚市场。其次是产业
优势，在水产品加工贸易环节，大连所占比
重近全国的10%。而相比停靠釜山，大窑
湾保税港区能够为停泊船只节省三分之二
的成本，并且做到货物24小时随到随卸。

得益于这些优势，大窑湾保税港区的
冷库几乎全年处于满仓状态。“许多原本
停靠釜山的货轮如今选择了大窑湾。”孙
世伟说，大窑湾的建设就是要把货源从釜
山港吸引过来，打造成为东北及东南亚的
水产品中转站。目前，在大窑湾保税港每
年300多万吨的吞吐量中，水产品中转达
220万吨，并在持续上涨中。“今后还要不
断用优惠政策分流釜山港的货源。”

“海南冷链物流市场缺口大，事实上
也是海南拥有的发展潜力之一。”孙世伟

说，海南拥有区位优势，同时也是海洋大
省，通过冷链物流建设，不仅能向岛外输
出特色农产品和水产品，同时也能吸引周
边地区前来中转，对于港口建设及冷链物
流发展都是肥沃的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2015全球冷链物流峰
会于今年5月在大连成功举办，而第九届
中国冷链产业年会则将于本月底于三亚
召开，届时大连的发展经验，或将在三亚
落地生根。 （本报大连11月6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刘笑非 黄畅学
朱和春 易建阳

今年4月，顺丰速运第一架自
有全货机飞抵海口，也成为了我省
首架专门服务于生鲜及农产品货运
的专机。5个月后，京东商城于澄
迈县设立前端物流中心，实现了对
海南的全境配送，促进物流再升级
的同时，也为海南物流行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短短半年时间，物流业在我省
经历了两次重要发展，而随着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及“一带一路”战略
的顺利推进，海南亟待在物流行业
中“大展拳脚”。

而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的大连，近年来同样在物流业方
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以港兴市、
以铁兴港”的基础上，大连如今已拥
有超7万家物流企业，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逾万家，并于2013年正式成
立大连市物流发展管理中心，用于
引导、规范物流行业发展。

“说出来或许难以置信，在大连
市去年的行业GDP占比中，物流业
已经蹿升至第二位，仅位于传统的
装备制造业之后。”大连市物流发展
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奎生说，物流业
发展，离不开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就海南而言，区位优势与大连有着
相似之处，因此可借大连之石，攻海
南之玉。

据张奎生介绍，管理中心成立
之初，便对大连市物流行业进行了
全面摸底，同时结合实际，出台了一
系列的发展政策和地方标准，建立
起一套集服务、监管、分析等功能为
一体的体系，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在张奎生看来，除举措给力
外，大连以黄渤海、东三省等腹地为
依托开展“海铁联运”，亦是物流行
业飞速发展的重要助力。“大连虽三
面环海，但仍有铁路与腹地相连，这
是与海南最大的区别。”张奎生说，
虽无腹地依托，但海南广袤的海洋
资源则令大连艳羡。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大连正
作为‘辽海欧’海上班列的起点在建
设，不仅开辟‘北极东北新航道’，同
时也正布局‘东北新丝路’，向着海
上发展。”张奎生说，而海南拥有全
国最大的海域面积，发展物流行业，
港口建设或是当下重点。

建设港口，若没有足够的货物
来供应运输，岂不白忙一场？张奎
生却笑着解释道，大连目前正推进

“互联网+智慧物流”建设，从物流
领域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同时利用
港口优势发展中转港口，加密货运
中转航线布局，从而壮大物流行业
发展，使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重
要的中转地。

“我相信，以海南的区位优势以
及目前的发展势头，完全能够打造
成为重要的海上物流中心。”张奎生
也信心十足地期待着，未来的海南
能成为悬于南海之上的港航明珠。

（本报大连11月6日电）

以港兴市、以铁兴港，
大连物流业风生水起

海南也能成为
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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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湾港从釜山港“虎口夺食”给海南带来的启示

海南发展冷链物流有“地利”优势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是集观光、娱乐、
科普、购物、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海洋主题
公园。

大连市区美丽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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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星海广场的百年纪念
雕塑，是大连市的城市标志之一。

丝路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