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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下限保卫战”
6月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

款三大实体经济指标陆续公布，总体趋降。再参考
柴油产量及煤、钢、水泥价格等指标和7月高频用电数
据，多方专家认为，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情
况并未出现明显改观，要想完成7.5%左右的经济增
长预期目标，预计下半年仍需进行“下限保卫战”。

经济专家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低迷，在政府相继出台的微刺激政策推动下，再加上
欧美经济复苏促使外需逐步好转，经济增长出现底
部回升的微弱迹象，但是复苏势头并不稳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铁塔公司”未来3年将建12万座铁塔
记者28日从运营商人士处获悉，由三大运营商

联合筹建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俗称
“铁塔公司”）将在未来3年内建设约12万座基站用
铁塔和相应机房以及相关配套设备。

据知情人士预计，根据三大运营商 4G 发展规
划，未来 3 年将总共建设 20 万座左右的基站和机
房，还有必要的附属设施。如果基站用铁塔均交由

“铁塔公司”建设，预计减少 40%的重复建设，大约
可以少建8万座铁塔和配套设备。按照目前运营商
建设成本，预计为三大运营商节约资金300亿元，节
约土地5000亩。

上述知情人士还介绍，“铁塔公司”将在31个省
市建立分公司，地市公司设分公司或办事处。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致我国去年
出口损失662亿美元

国家质检总局 29 日透露，2013 年约有 38%的
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
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662亿美元，比2012年
降低23亿美元。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3
年度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影响的问
卷调查。调查表明，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较大的国家
和地区排在前5位的是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拉
美，分别占直接损失总额的 31.9%、29.2%、9.3%、
3.7%和2.7%。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较大的
行业排在前 5 位的是机电仪器、纺织鞋帽、化矿金
属、农产品和食品、玩具家具，分别占直接损失总额
的41.7%、23.9%、18.1%、6.6%、4.6%。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25日晨，苏州古城内的平江路历史街
区，统一格调的青砖灰瓦白墙展现了最传
统的江南建筑风貌，游人三三两两漫步在
石板路上，老人摇着浆，小船缓缓行进在
街旁的河道中。

这是苏州最古老的街巷，也是苏州古
城保护的一个样板区。

我市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文化示范
区，如何用好文化牌，让千年帝都的文化
自信转化出更多文化生产力？苏州的做
法给我们许多启示。

“活态保护”让古城生机勃勃

古城保护是世界性难题，不过，也不
乏佼佼者，苏州便是其一。

在苏州规划展览馆，工作人员向我们
介绍，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苏州古城，至
今保留着当年的框架和格局。如今在苏州
14.2平方公里的古城里，仍旧生活着近22
万人口。不能大规模搬迁，又要过现代化
生活，古今碰撞的矛盾该如何化解？

在我市代表团与苏州有关部门座谈
时，苏州文物部门负责人介绍，苏州凭借

“活态保护”与“有机更新”的概念，不断寻
找古城保护与民生保障的平衡点。

该负责人介绍，虽然住在古城里，但
是不能让这些市民依旧按老样子那样生
活。以前，古城里的老房子没有先进的排
水管网，居民洗澡、上厕所都不方便。

古城保护不是一点都不能动，但得避免
大拆大建，苏州人的路径是：小规模、慢慢建。

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实际财力，苏州
循序渐进推出一批重点项目来促进古城
保护与更新——20世纪80年代重点推出
古典园林、文物古迹抢救工程，20世纪90
年代推出干将路综合改造工程、观前街综
合改造工程。进入 21 世纪后，苏州又相
继推出环古城风貌带改造工程、古城河水
治理工程等，大面积提升古城功能。

在弘扬古城文化特色的同时，苏州也
力求不断更新老城的基础设施，积极实施

改厕、古建老宅修复等工程，使古城服务
功能不断完善。

通过这种“有机更新”，如今的苏州山塘
街、平江路等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有骑着自
行车买菜的当地居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各
地游客，还有身穿仿古服装的电影摄制团
队，这成了对苏州城历史文化的最好传承。

“养”文化项目 促产业创新

苏州古城活了，更带火了苏州的文化
产业。

反观洛阳，“有文化、没产业”“文化深
厚，产品短缺”的困局，依然没有打破。

如何盘活文化资源，借助文化牌为文
化产业大发展造势？

首先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工作从
“养人头”向“养项目”转变，政府对文化的
投入从直接投入向政府购买公共文化产品
和提供文化服务转变，政府文化管理部门
从“办文化”向“管文化”“服务文化”转变。

机制的转化，给苏州的文化产业带来
了活力。

2012 年，苏州老城设立了全国首个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保护区发展

路径很明确——将文化与旅游融合，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

据苏州市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的文
旅融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
创意产业的结合，二是文化与旅游的深度
融合，三是文化与生活的有机统一。一方面
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将传统
和地域的文化精髓融入产品开发，提高旅
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与附加值。

如今，苏州的文化产业已经步入了发
展的快速通道。全市文化产业企业1.5万
家，从业者50万人，产值超过1000亿元，
占GDP比例达5%。

文化“软”营销带来“硬”效益

回过头来再看重庆，前不久热映的《变
形金刚4》中，在武隆风景区取景的画面，就
是重庆“文化营销”的典型案例之一。

文化旅游产业是一种“吆喝买卖”。
话虽通俗，却一语点中营销在文化产业发
展中的作用。

重庆市政府专门设立 1 亿元的影视
营销发展基金，旨在引导重庆市的景区和

文化企业通过影视植入式广告等方式进
行城市营销。

以武隆景区的发展为例。
2007年，武隆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

产成功，武隆旅游资源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触电”《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成功，

让武隆人把打文化牌确定为旅游的重要
营销方式。随后，张艺谋导演的“印象·武
隆”正式推出，这台演出仅策划费就达
2000 万元，但是重庆人觉得很值——从
2011年10月的7天试演到2012年4月23
日开始公演，共演出了262场，实现门票收
入4800多万元，半年就收回了成本。

这种“文化营销”，也给当地带来了实
打实的经济效益。

其一，“印象·武隆”对当地的农家乐
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演出所在地
仙女山镇的农民看准商机，新增床位
6000 多张，仅仅从仙女山镇到剧场的几
公里内，新增的农家乐就有百余家，每逢
双休日都是爆满的。

其二，在演出、影视作品的带动下，武隆
的旅游商品销售额也急剧上升。旅游公司
开发了数十种武隆主题的旅游商品，包括
印象武隆红茶、T恤衫、动漫产品等，这些旅
游商品一年就可以赚到上千万元的利润。

几个数据，让代表团成员叹服。
作为河南乃至中国的“文化大市”“文

化名城”，洛阳如何更加充分地保护好、发
挥好、利用好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进一
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向“文化
强市”迈进？

一路走一路看，先进城市的亮点无疑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启发的是让文化

“点石成金”的崭新思路，点燃的是不甘人
后、奋勇争先的雄心壮志。

本报记者 李东慧 文/图

——我市组团赴重庆苏州学习考察启示之二

“活态保护”添活力“文化营销”出效益

古色古香的苏州山塘街历史文化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