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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金华篇

金华：奋力打造高水平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蒋梦桦 徐贤飞 何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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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华写下“水通南国三千
里”的李清照，应该不会想到千年
以后，这里会有铁路班列联通欧
亚大陆。

这些年来，金华牢牢把握“一
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贸
试验区的叠加战略机遇，勇敢迎接
内陆开放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挑
战。通过发挥扎实的制造业基础、
总量居全省第二的市场主体、劳动
年龄人口总量全省第四的人口红
利等潜力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区位
优势，在崛起浙中的征程中干出一
番新天地。

5 年来，金华坚持实业为重，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全市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6.2%，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分别增
长8.3%、9.2%。规上工业总产值
突 破 5000 亿 元 。 加 入 长 三 角
G60 科创走廊，跻身国家创新型
城市行列，“揭榜挂帅·全球引才”
做法在全国得到推广。现代服务
业综合试点全面完成，现代物流、
影视文化、商贸会展等产业加快
发展，快递业务量超百亿元、全国
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升至
全省第四。

5 年来，金华坚持改革为先，
开放能级明显提高。随着中国

（浙江）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横店影
视文化产业集聚区获批实施，义
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迭代深
化，240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改革
试点有序推进，以大平台大试点
强化改革促内陆开放的良性格局
形成。“义新欧”班列开行数跃居
全国第三，跨境网络零售出口额、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均
居全省第一。

5 年来，金华坚持共建为要，
融合发展不断提速。随着都市区
核心区范围实现扩容，省级金义
新区获批设立，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 68.7%。扎实推进全域同城
化，每年实施一批共建项目，毗邻
区域融合与“飞地”建设先行探
索，金磐开发区成为全省最佳山
海协作案例。

凭着“莫名其妙、无中生有、
点石成金”的改革闯劲，金华冲

破传统内陆城市的思维束缚，从
“沿海的内地”向“内地的沿海”
跨越，似有世界新“十字路口”的
气势——从“义新欧”向西，金华
依陆出境；从“义甬舟”向东，金华
依港出海。去年，金华约占宁波
舟山港到港海铁联运量的七分之
一，义甬舟大通道成为全国最繁
忙的海铁联运线路之一。

以此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再
加上较完备的物流体系、活跃的市
场贸易，金华从构建交通、物流、贸
易和信息等4方面枢纽发力，着力
把综合枢纽优势转化为发展竞争
优势，将枢纽经济打造成新时期金
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品牌。
通过发挥华东国际联运港、金义综
保区等平台“区港联动”优势，金华

已开展铜、铝、棉纱、纸、塑料粒子
等大宗商品进口贸易和分拨配送，
培育期现结合的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借助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
新示范区契机，金华着力构建全国
首个“全链路、全业态、全品类、全
天候”进口商品贸易枢纽，创新进
口出口转口联动发展新模式；加快

“义新欧”经营模式创新，打造西向
欧洲、南向东盟、东向日韩的复合
型多式联动通道，着力成为国家中
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集结中心和
长三角地区最大的铁路国际陆港。

开启新征程，奋楫正当时。
金华正以更大力度为国家试制
度，为改革闯新路，推动对外开放
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挺进，继续
当好内陆高水平开放排头兵。

在义乌铁路西站，平均每天有5趟“义
新欧”班列出发，前往欧亚各国。离此 35
公里外的金华南货场，另一组“义新欧”班
列正整装待发，鸣笛启程。

与全国其他城市的中欧班列不同，金
华“义新欧”两年前在义乌平台基础上，依
托金华至中亚班列，新增了金华平台（今金
东平台），实现双平台驱动。

通过双平台错位发展，“义新欧”中欧
班列线路覆盖面不断扩大。5 年来，“义新
欧”班列开行线路从 2017 年的 9 条增加到
24 条，目前已辐射 50 多个国家、160 多个
城市，年进出口贸易额逐年攀升，年开行班
列数列全国第三。

开行数量增加的同时，“义新欧”班列
不断提高开行质量。班列出口货物中高
新技术产品比例不断增加；开行“杭叉号”

“春力号”“诸暨号”“永康号”等定制化精
品班线，带着“浙江制造”走向欧亚。与此
同时，欧亚大陆的红酒、糖果、汽车配件
等，也被带回浙江。截至 5 月 31 日，今年

“义新欧”班列义乌和金东平台累计开行
960 列，其中进口 368 列，进口率提高到
近 40%。

“义新欧”中欧班列也成为国际抗疫物
资运送、保障供应链的重要运输通道。国
外疫情暴发后，2020 年 3 月 21 日，“义新
欧”发出了首趟搭载防疫物资的中欧班
列。截至目前，“义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向
西班牙、德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运送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额温枪等防疫物资超
222个标箱，达1639余吨。

（本报记者 叶梦婷）

一个始发地
“浙江制造”

走进欧亚

对着出口货物商标拍照，从照片上
传至系统到完成货物侵权判断，全程用
时仅数秒⋯⋯前不久，由金华海关创新
提出并试点应用的“移动查验单兵集成
知识产权商标识别应用”获海关总署自
贸司批复同意，成为自贸试验区金义片
区又一创新举措。

自 2020 年 9 月自贸试验区金义片
区 挂 牌 以 来 ，时 不 时 会 传 来 这 样 的 惊
喜——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数字化管理系
统、居留许可“一件事”办理改革，直联结
汇“秒汇兑”、首违不罚、投资项目承诺等
新机制⋯⋯一年多来，这块“试验田”里
喷薄而出的力量，令人备受鼓舞。39 个
省级以上试点或赋权事项获批，涌现出
23 个全国或全省“首单”“首例”“首家”，
6 项改革入选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最佳案例。

数据显示，2021 年，自贸试验区金义
片 区 外 贸 进 出 口 额 1608.6 亿 元 、增 长
39.9%，实际使用外资 1.32 亿美元、增长
632.7%，增速分别高于全省 17.4 个百分
点、616.5 个百分点；新增注册企业 20381
家。金义片区以占全省自贸区不到 15%
的面积，贡献了 21%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20%的制度创新最佳案例和 50%的新增
市场主体，自贸区带动全市增长作用逐步
显现。

站在新起点上，金义片区将紧紧围
绕世界小商品之都和“五大功能”定位，
以 数 字 化 改 革 引 领 创 新 突 破 、扛 旗 争
先，以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
成果，奋力为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开路
添彩，为全省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贡献
金华力量。

（本报记者 何贤君）

一块“试验田”
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

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穿城而过。 拍友 洪兵 摄

金华零跑汽车智能工厂生产线十分繁忙。 拍友 胡肖飞 摄

金华—米兰中欧班列启程。
拍友 时补法 摄

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展示厅。
拍友 王建生 摄

金华市区新貌。 拍友 洪兵 摄

金华城区风貌。 拍友 洪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