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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记者 梅璎迪）继
!"#!年获批空港口岸扩大开放后，
温州对外开放又迎来新突破。近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开放温州港口
岸。这意味着温州港拥有了国际通
行证，将有条件开辟国际航线，成为
温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平台。

报批工作历时十年
“温州港口岸扩大开放的获批，

对我们来说非常来之不易。”温州市

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
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依然难
掩激动之情。他说，温州港口岸扩大
开放报批工作整整历时十年时间，
是温州史上难度最大的审批之一。

此次获批的码头岸线长 $%&&

米、泊位 '$个，其中状元岙获批岸
线 $()!米，另外 %*米在平阳港区。
状元岙港区获批的岸线中，!)+!米
为集装箱岸线，用于 %个集装箱泊
位，''!,米为化工作业区岸线。

提供前所未有机遇
“温州港口岸获取开放资格，为

我们温州企业增加了便利的出海通
道，今后航线开通后温州的货物可
以直接从家门口出去了。”温州港集
团副总经理杨育孜称此次获批将为
温州发展海洋运输业提供前所未有
的机遇。
据介绍，温州制造以轻工产品

为主，%+-左右的货物都是绕道宁

波、上海等口岸进出口。随着温州港
口岸的获批，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建
设到位，新航线开辟，更多的跨国航
运企业会选择温州港作为出发港，
将原来需转运到其他港口再出口的
货物直接从温州港下水，温州的海
洋运输业将随着港口的发展壮大而
大有作为。
分享这一发展红利的还有温州

大量的外贸企业，一站式直航的物
流成本也将比过往转运再出口的方

式有所下降。“相比走宁波港，从温
州港出发，一个集装箱能节省 #+,,

至 !,,,元，时间上也能节约 +至 )

天。”一位外贸企业老总说。

港口建设全面加速
港兴则城兴。研究表明，港口的

生产和经营每创造 #元 ./0，可以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创造 + 元的
./0；港口外贸集装箱每增长 '万
标箱，能拉动外贸进出口总额增加
'亿美元。
下一步，温州将全面加速建设码

头、集疏运等硬件配套设施。同时，口
岸查验、通关，以及航线开辟等软环
境也将迅速跟上。据介绍，目前温州
已开始建设电子口岸信息化平台，梳
理货物通关流程，并与各类港航、物
流、港口投资企业等多方接触，力求
尽快开辟更多国际航线。

对外开放又迎新突破

温州港将开辟国际航线

!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随着
近期气温持续升高，水分充足、阳光
充沛，浙江安吉的 '"万亩白茶已陆
续抽芽，预计三天后全面开采。

由于今年冬春多雪多雨，安吉
白茶的开采时间较去年推迟了一
周左右。不过近期阳光充足，今年
安吉白茶的质量都将有所提升。对
于今年安吉白茶的价格，安吉白茶
行业协会会长许万富估计将比去

年上涨 +-左右。“主要是受人工等
成本上涨影响。

不过，爱喝茶的普通百姓也不
用担心茶好价高消费不起。今年安

吉白茶在包装上将尽量化繁为简，
采用牛皮纸或竹叶片等简单包装，
同时将过去动辄半斤的大包装改为
+"克包装，甚至还有一杯一泡 $1$

克的迷你包装。“以一斤茶叶 +,,元
计，$2$克包装可以分装近 #&,包，
每包价格也就 $元左右，普通老百
姓完全能消费得起。”许万富说。

新茶包装化繁为简打亲民牌

! ! ! ! $月 !!日傍晚，随着执行浙台
海上直航的“中远之星”客船驶离浙
江台州的大麦屿港，浙台海上直航
客流量实现突破 #,万人次。

据了解，!,,%年 )月 )日浙江
对台直航首班客轮从大麦屿港启
程，使得大麦屿港成为大陆继福建
平潭之后第二个开通对台海上定期
客运航线的口岸。截至 !,#* 年 $

月，该直航共运行 !*,个航次，运送
旅客超 #,万人次，上座率达 (,-

以上。
图为一名旅客在展示从浙江台

州的大麦屿港到台湾基隆港的船票

图 340

浙台海上客运直航
突破 !"万人次

! ! ! !本报讯（记者 王蔚）由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化生态过程与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经过长期研
究形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
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状况》报告
日前发布。该报告客观描述了长
三角地区城市化过程、空间景观
格局及其生态环境状况。
报告说，长三角地区以全国

!2!-的土地和 #,2#-的人口，创
造了全国 !#2$-的国内生产总
值，呈现出以上海为极核的多
中心发展格局。近年来，长三角
地区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
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主
要表现为耕地面积的快速减
少、建设用地的迅猛扩张。!,,,

年至 !,#,年，长三角地区的土
地利用变化强度显著增强，耕
地流失状况更趋严重。按年均
流失速率划分，上海—南京轴、
上海—杭州轴、杭州—宁波轴沿
线均为耕地流失严重区。同时，
浙江金华、温州的耕地流失强度
也有显著提高。
研究还发现，目前长三角地

区生态环境状况较 !,,+年有明
显好转，总体生态环境状况由“一
般”上升至“良好”。

长三角城市化过程
生态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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