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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投资乐土
——新疆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见闻

王倩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

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来，中国和沿线

国家经济领域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

通枢纽，新疆阿拉山口这个边关小城的

变化也一样令人瞩目。西行班列飞驰而

过，四海商家汇聚于此，阿拉山口综合

保税区注定是一块企业投资的乐土。

得天时：

利好政策搭建高台引凤来栖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作为

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阿拉山口综合保

税区汇聚了中央及自治区多项优惠政

策，成功破解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

新疆聚集先进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

的关键问题，走出了促进边境地区可持

续和跨越式发展新路。

最近，阿拉山口市国税局大厅异常

的热闹，好几家保税区的企业陆续前来

办理用电退税，这是国家给予保税区的

特殊政策，企业在生产加工产品时所耗

用的水、电、气都可享受退税。

阿拉山口市国税局办理业务的工作

人员许栋婷说 ：“企业只要凭着生产加

工所耗用水、电、气增值税专用发票，

就可以申报办理退税业务，享受17%的

退税，最快5天就能办理成功。”

已经成功办理过3笔用电退税业务

的阿拉山口振德医用纺织有限公司，其

母公司浙江绍兴医疗集团是中国最具规

模的医疗用品产业集团之一。对振德公

司而言，保税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发展

平台。“电价在3毛左右，我们的用电量

1年接近3000万度，这一政策就能给我

们节省成本1200万。”公司副总经理秦

松祥说。

近日，笔者走入阿拉山口瑞疆粮油

有限公司饲料加工厂房，目睹忙碌的专

业技师调试设备，这是保税区内入驻的

第五家饲料加工企业，近日将投产。

瑞疆粮油公司总经理宗国华介绍，

最吸引公司落地的还是保税区的利好政

策，在这里进口的饲用小麦不仅能享受

到保税仓储、保税加工政策，重要的是小

麦加工成饲料还可以享受免配额管理政

策。总公司就已经计划着两年之内在综

合保税区把产业链条做成规模型的，两

年以后打造一个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

占地利：

东来西去服务惠及每户企业

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依托新亚欧大

陆桥，铁路、航空、公路和管道连通世

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我国11个省区

市，是“渝新欧”“汉新欧”和“郑新欧”

等41条中欧、中亚国际“五定”班列的

换装和必经之地。从区位看，保税区具

有“东来西去”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用好保税区这块金字招牌，让企业

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国际业务，保税区

全力搭建起服务平台。在这里采访入区

企业时，听到最多的就是“保姆式服务”。

保税区产业配套区内，振德医用纺

织有限公司二期8000万米医用纱布项

目工程正在进行建设厂房的作业，他们

的厂房全部由综合保税区代建，企业不

用投一分钱。

公司副总经理秦松祥说 ：“保税区

为我们免费提供28间宿舍和企业餐厅，

并为企业从内地招来了5名员工。还为

企业高管建立了微信群，发布有关新政

信息，直接解答相关疑问，对企业的服

务是24小时全天候的。”

近两年保税区发展迅速，企业平均

月入驻10家以上，随之而来的流动人

口急剧增长。为了使保税区企业员工享

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保税区又于今年4

月增设了新社区。

艾比湖镇党委书记侯华伟指出，要

塑造一个适用于企业、适用于保税区的

一个社区品牌，使经济发展与社区建设

同频共振。

聚人和：

境内关外为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能辐射“两个13亿人口”的巨大商

机，任什么企业都会垂涎三尺。更何况，

3年多来，阿拉山口保税区已发展成集

运输仓储、内外贸易、海关监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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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悟的财政散文
王云奎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在财政

工作岗位时写的散文，和后来虽然离开

了财政系统却仍是写财政的散文结个

集子出版。因为一来自己在财政岗位时

写的许多文章，应该说是当时一位财政

人在那个比较艰难的岁月中的挣扎、煎

熬、奋斗印迹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有些

“历史”的意味，对现在的财政人，特别

是青年人来说，或许还有一些可读性 ；

二来离开财政系统之后的文章，大多是

对过去工作中的现象、问题的反思，用

今天新的思维来思考过去的一些事，往

往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对现实的工

作，或者还有借鉴的作用。有时候写着

写着，自己就会产生如果现在重当财政

局长，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比过去更

好的想法。

说句心里话，从离开财政系统到现

在，我从未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许多

时候仍以为自己还是财政干部队伍中的

一份子，财政系统出了成绩，我高兴 ；

哪个地方暴露出了财政方面的问题，我

担忧，甚至着急；财政政策有了新动向，

我关注 ；财政改革有了新举措，我期

待……总之，还像过去在财政岗位时一

样，财政的桩桩件件，时时放在自己的

心坎。我对财政来说，只是出了远门的

游子，只是出嫁他方的一个“女儿”，财

政的任何一个脉动，都会在自己的心底

里掀起至亲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牵挂和巨

大的波澜。《中国财政》杂志在为发表我

的长篇散文《我的2002年》所写的编后

语中，就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不忘“娘

家事”，多写财政文。去年值《中国财政》

创刊60周年之时，编辑部还不忘约我

写纪念文章。可以说直到现在，从财政

部到省里、市里、县里的财政部门，许

多领导、同志、熟人对自己的关心、牵

挂和热情，甚至超过了我在财政系统的

时候——这是一种多么深厚、多么温暖

人心的感情啊！大概缘于这样一种特殊

的情感，才使自己的心一直系着“娘家

人”，眼睛常常盯着“娘家”事。为了“娘

家”的事业更红火，日子过得更甜美，

一有想法，便不由自主地“指手画脚”了

起来。这次整理筛选文章的时候，我就

发现离开“父母”后写财政的文章，竟比

在“娘家”时还多。不仅多，自我觉得文

于一体的综合保税区，这无疑为入区企

业插上了发展的翅膀。

对于在保税区首家落地的境外企业

金丝油脂有限公司来说，今年扩大经营

规模，是企业新的目标。副总经理科明

说 ：“我们贸易额最高的口岸就是阿拉

山口，落户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接下来要借助中国的“一带一路”优惠

政策，把企业做大做强。”

在保税区二期建设工地上，机器轰

鸣作响，运输卡车进进出出，工人们在

太阳下挥汗如雨……该保税区现已涉及

有色金属冶炼、医用敷料加工、现代物

流等20多个项目。

阿拉山口市委副书记、保税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王勇说 ：“我们要抓住每

一个有利时机，促进相关产业快速发

展，努力把口岸经济打造成推动自治州

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引擎。”

截至目前，保税区各类入驻企业

186家，已累计过货量175.43万吨，贸

易额58.97亿美元。已经3周岁的保税区

紧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架起了与世

界沟通的桥梁。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新亚欧

大陆桥的贯通就是‘一带一路’的先行

布局。有了保税区这个节点的支撑，‘一

带一路’将变得更加丰满。”市委书记、

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狄永江表示。

视野打开，豁然开朗。在北京成功

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使我国的多边贸易有了更好的前景，也

为保税区带来了更多发展商机！

（作者单位：新疆阿拉山口综合

保税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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