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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与1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
本报讯 截至 11 月 30 日,西宁市今

年已与 119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
来。前10个月,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4
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出口22.4亿元,
同比增长64.1%,增速居全国128个重点
城市第 4 位。据了解,西宁市进出口贸
易额千万元以上国家和地区达12个,排
名前5位的马来西亚、匈牙利、泰国、智

利、德国进出口总值占全市进出口总值
的58%。多晶硅、单晶硅棒、锂离子蓄电
池等新能源中间品成为西宁市出口增
长的主力军。其中,多晶硅出口 5.6 亿
元,增长150.4倍;单晶硅棒出口2.1亿元,
去年同期无出口;锂离子蓄电池出口 3
亿元,增长59.1倍。

（贾 泓）

本报讯 交通运输部近日举行专题新
闻发布会披露，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
运发展形势良好，国际航空货运保持快
速增长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货运量规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

至 10 月，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 729.8
万吨，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3%。其中，
国际航线完成 293.2 万吨，较 2019 年同
期大幅增长 48.5%。二是国际货运航班
保持高位运行。东南亚、中西亚、南亚、

欧洲、美洲等区域的航班量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涨幅都超过 100%。三是市场主
体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 1 至 10 月，中
方公司国际航线市场份额超过四成，比
2019 年增加 5.7 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进
一步提升。

（王连香）

我国航空货运量规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重庆丰都：“小”麻辣鸡成就“大”产业

灵武：塞北江南旧有名
■图文/灵武市人民政府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灵武，古称灵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宁夏回族自
治区工业发展的核心区域,以历史悠久、资源富饶、风光
秀丽、人民勤劳而赢得“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赞誉。

灵武于西汉惠帝四年置县至今已有 2200 多年，凝
结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唐代诗人韦蟾在《送卢藩尚
书之灵武》一诗中赞颂“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
有名”；清康熙帝驻跸灵武，留下“历尽边山再渡河，沙
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北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的
吟唱。

灵武资源富集，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丰富，尤其
是煤炭资源在宁夏首屈一指，已探明煤炭储量273亿吨，
为东北三省煤炭储量的总和，是国家13亿吨级煤炭生产
基地之一。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盛产水稻、小麦、玉
米、长枣等，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著名的水果
之乡。产业集聚发展优势明显，已形成煤化工、羊绒加
工、再生资源、长枣、粮食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

灵武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投资潜力巨大，是国家级宁
东能源化工基地、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优质粮食
生产加工基地、国家优质果品（灵武长枣）基地、国家羊肉
生产加工基地、国际精品羊绒生产加工基地。灵武人民
热忱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参观考察、洽谈贸易、投资建
厂、旅游观光，开放包容的灵武愿与您携手并进，在各个
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共创辉煌！

历史沿革
灵武，古称灵州，历史悠久，距今约1.6亿年的中生代

侏罗纪，就有大型蜥脚类恐龙活跃于灵武地区。早在3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在水洞沟一带繁衍生息，
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战国秦惠文王更元五年
（前320年）后，其势力已达今灵武，秦统一六国后，属秦北
地郡辖地。西汉初，属北地郡富平县,西汉惠帝四年（前
191年）置灵洲县，灵武建县名见史册，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始见“灵州”之名。隋唐之时，灵州已成为西北军事
重镇，唐太宗曾亲赴灵州赋诗勒石，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
基。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以灵州
为都，称“西平府”，使其成为西夏重要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中心。元复为灵州，明改置灵州守御千户所，3次
移治，今灵武古城建于宣德三年（1428年）；清仍为灵州，
民国2年（1913年）改灵州为灵武县，属宁夏省。1949年9
月23日灵武县解放，1954年甘宁并省，属甘肃省河东回
族自治区（吴忠回族自治州），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
治区成立后，属自治区管辖，1972 年归银南地区所辖，
1996年5月国务院批准灵武撤县设市，1997年12月将灵
武纳入宁夏经济核心区范围，2001年2月规划为自治区
能源化工基地，2002年10月由吴忠市移交银川市代管，
融入“大银川”的战略框架。

■文/黄仕强 陶涛

“截至目前，我县有麻辣鸡生产企业、
作坊等400多家，直接或间接带动近万人就
业。全国共有麻辣鸡门店600余家，年销售
额超过 5 亿元，今年有望超过 6 亿元。”近
日，在重庆市丰都县举办的丰都麻辣鸡产
业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沙龙上，该县相关
负责人公布了麻辣鸡产业发展“成绩单”。

丰都县被誉为“中国麻辣鸡之乡”。当
前，该县正谋划建设集公共服务平台、中小
企业集聚生产区、产业配套平台于一体的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全力做大做强
麻辣鸡产业，力争用 3年~5年时间打造形
成产值达50亿元的产业集群，培育规模以
上企业20家以上，在全国范围内开设门店
1万家以上。

打造产业园，实现集群式发展

初冬时节，笔者走进丰都县麻辣鸡产
业园看到，现代化的展厅里不仅展示了麻
辣鸡的文化历史，还设有线上销售直播间，
将传统美食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

园区的源小幺麻辣鸡加工厂里，工人
们统一着装，操作规范，整个加工环境干
净、整洁。

源小幺麻辣鸡负责人潘方容感慨道：
“以前我们都是‘小作坊’，哪像现在一样有
专门的产业园和直播间。进入园区后，企
业管理更加正规，物流运输也更加便捷。
以前，光景好的时候营业额有 600万元左
右，入园后，我们去年的营业额超过了
1600万元。”

这一显著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产业园
的规范管理和当地政府的支持。笔者了解
到，麻辣鸡产业是丰都生产主体、经营门
店、从业人员最多的产业，该县 30个镇乡
街均有数量不等的麻辣鸡生产实体，生产
商家多以家庭为单位，厂址也多见于社区、
楼栋，规模小、分布散等问题曾是困扰产业
发展壮大的“拦路虎”。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丰都县于2021年
大力打造麻辣鸡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式
发展。园区通过提供减租金、补装修、返税
收等优惠政策，吸引了一批个体户和小微
企业入驻。同时，园区还集中解决污水处
理、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入驻企业创造了良

好的生产环境。
与此同时，为打造“全链条”融合发展

平台，丰都还升级改造县级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为各类电商、创客提
供培育培训、孵化入驻、资源整合、运营指
导、数据分析、政策咨询、配套物流等一站
式公共服务，不仅促进了麻辣鸡产业的线
上销售，也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从“产品”向“品牌”蜕变

丰都县商务委主任隆小波告诉笔者，
为推动麻辣鸡从“产品”到“品牌”的蜕变，
2021年，丰都县还创新成立麻辣鸡产业协
会，该协会负责主导麻辣鸡产业发展规划
制定、养殖基地建设、食品加工基地建设、
营销网络建设等。

在该协会的推动下，当地生产麻辣鸡
的厂家逐渐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
展”。2022年，丰都麻辣鸡产业园一期建
成投用，该产业园一期可入驻 21家企业，
目前已经入驻 18 家，其中除一家是服务
型企业外，其余 17 家均为麻辣鸡企业。
据统计，麻辣鸡产业园去年销售额超过

1.6亿元。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丰都县主推恒都

牛肉和丰都麻辣鸡品牌建设，其中，丰都麻
辣鸡已经与一家餐饮管理公司签订了合作
协议，开启了走向全国的连锁发展模式。

隆小波表示，丰都麻辣鸡有很多商业
实体和品牌，为了保证麻辣鸡的质量和食
品安全，丰都县决定由县商务委牵头，会同
市场监管、行业协会等单位，聘请国内相关
专家，制定丰都麻辣鸡集团标准，明确产品
标准、技术规范、标识授权使用评价等标准

体系。
“在政府的引导下，麻辣鸡还频繁出现

在各种大型展会现场。”潘方容说，他们曾
去香港进行展销，面向更广阔的市场推介
麻辣鸡，让丰都的“金凤凰”飞向全球。

目前，丰都县正在打造丰都麻辣鸡特
色消费品牌，麻辣鸡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
进行前期规划。到2025年，丰都县麻辣鸡
产业园将全部建成，届时将培育50家以上
规范化、规模化麻辣鸡企业，形成“丰都麻
辣鸡，地道中国味”的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 2024 年度数字政府标准化发
展指数报告（简称“数标指数”）近日发
布。报告显示，2024 年度，全国数标指数
为 80.8 分，较前三年的 77.1 分、63.5 分和

48.7 分有显著提高，平均提高率为 22%。
从三个维度看，本年度构建度（86.6分）得
分最高，保障度（79.2 分）得分其次，应用
度（76.7 分）仍是短板但较往年也有所提

升。标准化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软性基
础设施作用愈发凸显。数字政府建设已
展现出数据赋能效果更加凸显、场景化核
心地位更加重要、智能化技术嵌入更加明
确、集约化建设更加突出以及一体化服务
能力更加强化等特点。 （孙博洋）

2024年度数字政府标准化发展指数报告发布

本报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
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11月份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为52.8%，较10月份回升0.2个百

分点。具体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
量指数均衡回升；新订单指数为52.7%，与
10月份持平，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道

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
指数小幅回升。从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
业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也分别保
持平稳，反映出小微型企业盈利水平和生
存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雷 鹏）

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8%

内蒙古8.73亿元支持国有文艺院团艺术创作
本报讯 2017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财政共下达艺术发展及乌兰牧骑相关
专项资金8.73亿元，支持全区国有文艺
院团艺术创作。

据了解，上述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全
区国有文艺院团创作演绎优秀舞台艺
术精品；支持全区75支乌兰牧骑演出团
队创新表演形式和服务方式，通过乌兰
牧骑“百团千场”演出活动下基层和走

边关、进军营等开展惠民演出，自 2017
年以来，其演出、服务活动超过 1 万场
次；支持举办乌兰牧骑队长、编导、作
曲、表演等岗位工种一专多能培训，2017
年以来共计培训3000余人次；支持乌兰
牧骑演出团队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等
基础设施项目达标建设；为全区75支乌
兰牧骑演出团队配备演出车。

（杨 威）

青海向15个省份外送绿电202亿千瓦时
本报讯 截至目前，青海省清洁能源

装机5769万千瓦，新能源装机4313万千
瓦，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
比、装机占比双主体，已向15个省份外
送绿电202亿千瓦时、增长58.8%，助力
减排二氧化碳1600万吨以上。据介绍，
国家三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在青海加
快建设，海南藏族自治州戈壁基地和柴
达木沙漠基地 9250 万千瓦新能源纳入

国家规划布局方案。黄河上游装机规
模最大的420 万千瓦拉西瓦水电站、世
界最大双排机布置的200万千瓦李家峡
水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在建玛尔挡、
羊曲两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预计年内
全容量并网发电。3个760万千瓦抽水
蓄能项目开工建设，开工建设规模居西
北五省前列。

（国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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