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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 助农鼓起“钱袋子”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季，是“茶叶人”最忙碌的时节。在舞雩镇

高龙村的茶山上，成垄成行的茶园碧绿如茵，采
茶村民穿梭其中，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春日画卷。

“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茶叶村’，我家种了
10亩茶叶，一年收入6万元不成问题，这种收入
水平在我们村只能算一般的。”正在茶园里采摘
春茶的高龙村村民范晓红说，2018年，村上建起
了茶叶交易市场，茶农们足不出村就把茶叶卖
出去，很方便。

目前，高龙村人均种茶面积达 3.8亩，共发
展茶叶 6000余亩。全村推行“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包括川丰茶叶加工厂、雩龙
茶叶有限公司、犍郡茶叶加工厂在内的 3家茶
企坐落在村上，对茶叶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
链，从而提高茶叶附加值。

“我们现在更注重茶产业后端的发展，通过延
伸产业链、宣传营销、‘线上’直播带货等方式不断
提升茶叶的品质和价值。以前我们村春茶价格每
斤不到400元，通过近年来的发展，现在春茶价格
最高能卖到每斤1600元—2000元。”舞雩镇高龙
村党支部书记彭刚介绍，高龙村还将开拓成品茶
的包装与销售，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早在 2002 年，高龙村“两委”便确定了“党
员带头+干部示范”的茶产业发展思路，发展特
色产业。20 年过去了，现在的高龙村已是全县

“万顷茶浪”产业环线的中心地带，特色优势产
业明显，2019 年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2021年产值达4000余万元，全村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3.1万元。

舞雩镇高龙村仅仅是犍为县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一个缩影。

在产业发展上，犍为县以现代农业园区为
抓手，紧紧围绕“4+10”产业布局，着力打造“四
大”经济片区和“十大”现代农业园区。与此同
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目前，全县茶叶总面积达26.5万亩，茉莉花
8.6万亩，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19.72万亩，粮食
总产稳定在 27万吨以上，蔬菜总产量达 26.3万
吨以上，生猪存栏 35.7万头以上。引进新希望、
巨星、正邦等一批上市企业在犍为投资落户，世
界茉莉博览园、兔公馆、西南茶城、天御·新农新
城冷链物流中心投入使用。

生态宜居 助推共享“大红利”

在犍为县舞雩镇平安村，一幢幢民居错落
有致地排列，独具特色的墙体彩绘让人眼前一
亮，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通村路、入户路延伸至村

民家门口，道路两旁的木春菊、桃花等花卉绚丽
盛开，传来阵阵清香。

“现在道路通畅、河水清澈、路灯明亮，以往
‘脏乱差’的现象得到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舞雩镇平安村村民祝
永兵说，看着村子越来越美，村民们都主动维护起
周边的环境卫生，大家的生活也跟着蒸蒸日上。

平安村立足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对全村400
多户厕所、污水排放不达标的农房进行了基础
设施建设，定期清理全村河道；将全村残次林改
种为多彩林；在道路两旁栽种木春菊等花卉，常
态化开展“五清”行动……

“平安村每年对家庭环境优美的农户进行
表彰，鼓励全村农户对自家生态环境进行改造。
如今的平安村‘山更绿、水更清、房前屋后更美
丽’。”舞雩镇平安村村委会副主任鲁霞说。

正是看中了平安村生态宜居、山清水秀的好
环境。2019年3月，李祥、张凤蓝夫妇投资300多
万元，在平安村1组开办了一家名为“风烟渡”的
农庄。农庄占地近200亩，春可赏花、夏可戏水、
秋可摘果，一年四季花果不断。今年“三八”妇女
节当天，吸引了2000多人前往旅游“打卡”。

“我们农庄目前已初步发展为集观光采摘、
乡村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可解
决部分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去年支付村民工
资 20余万元。下一步，我们要在环境和菜品上

下功夫，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风烟
渡农庄负责人李祥说。

美丽乡村，美在安居乐业，美在环境宜居。
犍为县聚焦群众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

着力推进农村“五清行动”、人居环境“五大行
动”和建制乡镇场镇建设管理服务能力提升行
动。全面实行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
转运、县处理”模式；投入资金2327.6万元，整治
场镇路面、新改建停车场等，场镇硬件设施和管
理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生活富裕 增强群众“幸福感”

“2018年，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了村上
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我的 3亩土地每年给我带
来近 2000元的分红。此外，我还在合作社务工，
80元一天，每月能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在家门
口挣钱的感觉太好了。”玉津镇爱国村村民杨六
春高兴地说。

玉津镇爱国村作为犍为县第一批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于 2017年全面启动改革
试点工作。通过成立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
土地流转租赁，发展现代化、规模化农业生产、
农机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闲置土地有效利用、村民增收等目标。

（下转2版）

四川外贸“开门红”
1—2月进出口增长27.1%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3月17日，
成都海关发布：1—2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1587.5亿元，规模位列全国第 8，同比（下同）增
长 27.1%，增速位列全国第 7。其中出口 962.6 亿
元，增长 34.4%；进口 624.9 亿元，增长 17.3%。同
期，全国进出口增长13.3%，其中出口增长13.6%，
进口增长12.9%。

1—2月，四川外贸进出口主要呈现出以下几
大亮点和特点：一是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般贸易
占比提升。四川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544.9 亿
元，增长99%，占34.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12.4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719.1亿元，下降
8.2%。二是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美
国、东盟、欧盟、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为四川前 5
大贸易伙伴，合计进出口值占同期四川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 65.1%。此外，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 503.5 亿元，增长 41.2%。三是高水平开
放平台带动作用明显。四川 6个综合保税区合计
进 出 口 890.5 亿 元 ，占 同 期 四 川 外 贸 总 值 的
56.1%。其中，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812.1亿
元，进出口值位列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一。四是外贸
经营主体活力增强，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1—2月，四川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共 4167家，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42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566.2亿元，增长 101.5%，占同期四川外贸进出口
总值（下同）的 35.7%，较四川整体增速高出 74.4
个百分点，展现出了更强的活力和韧性，成为外贸
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五是出口增长动能较足。1—2
月，四川外贸出口 962.6亿元，增长 34.4%，较全国
整体出口增速高出20.8个百分点。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记者 闫新宇 实
习记者 赵旭东 文/图）3 月 18 日上午，德
阳市 2022 年一季度电网建设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广汉举行。德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光强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项目正式
开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肖
杰，德阳市副市长周杰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开工仪式。

此次集中开工各类电网项目共 217项，
涉及大中型电网基建项目1项，10千伏配电
网项目 144 项，新增 10 千伏线路长度 85.33
公里、配变 165台、容量 2.29万千伏安，电网
技术改造项目32项，电网大修项目40项。项
目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德阳骨干电网提档升
级，大幅提升重点园区、城市、农村配电网供
电能力，为德阳市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在随后进行的全市电网建设推进会上，
刘光强表示，电网建设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企业大项目招引落

地的重大要素保障，对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德阳电网网架主要为“5·
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形成，经过十多
年的发展，部分地区已出现供电瓶颈。如果
不尽快加快电网建设，今后几年供需矛盾将
进一步加剧。预计到 2025年，全市最大用电
负荷将达到 340万千瓦，与当下德阳电网最
大供电能力还有近四分之一的缺口。为此，
今年 2月德阳出台《德阳市支持电网建设十
条措施》为全市电网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政
策保障。此外，在“十四五”期间，德阳市规划
投入 26亿元，建设 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4
座。其中，500千伏1座、220千伏2座、110千
伏 7 座、35 千伏 4 座，新（改）建主配网线路
4396公里。今年，拟建项目规划总投资 9.96
亿元。重点开工建设 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3座，分别为 500千伏的德阳南站、220千伏
的合兴站、110千伏泰山站。

2022年“成都工匠”评选正式启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何羽佳）3月18日，成
都市总工会召开 2022年“成都工匠”专家评审委
员会成立大会，标志着2022年“成都工匠”评选命
名活动正式全面启动。据悉，按照“成都工匠”培育
五年计划，“成都工匠”评选命名活动已开展到第
四年，自 2019 年以来累计评选命名“成都工匠”
1812名，为带动引领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
高质量、规模性增长，助力成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人才强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此次“成都工匠”评选将紧紧围绕合力
谱写“双城记”、全力打造示范区、加快建强都市
圈、精心办好大运会，聚焦产业生态“建圈”、重点
产业“强链”，瞄准成都重点发展的五大先进制造
业和五大新兴服务业，评选具有工艺专长、掌握高
超技能，技艺精湛、精益求精，严谨细致、专业敬
业，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并在本领域、
行业内具有较高公认度和示范引领作用的产业工
人代表。据了解，今年共收到“成都工匠”申报材料
3533份，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初步形成 2568名
的申报人选名单，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本次现场评审，组建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大国工匠”牵头的专家评审委员会。4 月，成都
市总工会将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对 2022年“成
都工匠”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经成都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报成都市人才领导小组
审批后，将由成都市委市政府进行集中命名。在
获得荣誉的同时，获评的“成都工匠”还将享受到

《成都市礼遇“成都工匠”十条政策措施》的礼遇
服务及奖励。

犍为：“农”墨重彩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 徐尧四川经济日报记者蒋培路

雅安创新实施“低碳贷”
最高可贷3000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者 程强）近日，雅
安市经信局、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市财政
局、市金融工作局联合印发《雅安市“低碳贷”实施
方案》《雅安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绿色企业（项目）
认定管理办法》。该政策旨在创新推出“低碳贷”业
务，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化产融合作，
引导金融资源向工业绿色低碳领域汇聚，助推全
市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建设川藏铁路第一城、绿
色发展示范市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低碳贷”是指通过人民银行再贷款
资金、银行自有资金，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贴息，推
动低碳企业（项目）获取低成本（贴息后年利率不
高于4.5%）融资的贷款产品。其贴息对象为《雅安
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绿色企业（项目）名录库》（以
下简称《名录库》）内的企业（项目）；贴息标准为企
业（项目）获得“低碳贷”后，根据贷款金额和贷款
期限给予年化 1%的贷款贴息，贷款期限不足 1年
的，按实际期限给予贴息，“低碳贷”业务续贷或展
期的可继续获得贴息支持。该《办法》规定，单户企
业（项目）获得优惠利率的贷款原则上不超过
3000 万元，贷款期限原则上 1 年、最长不超过 3
年，1年期贷款到期后可申请续贷或展期，贷款原
期限加续贷或展期的累计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四川荣县：特色产业助力工业经济稳健前行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廖振杰陈家明

从一地资源
看荣县工业经济的“破”与“立”

走进荣县科技和经信局，局长张泽明向记
者讲述了荣县略显“崎岖”的工业发展史。

改革开放初期，荣县发展了大批的地方性
企业。长山盐矿、新胜煤矿……这些时代烙印般
的名字，在老荣县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对落后产能、污染行业整顿淘汰力
度不断加大。曾引为主业的制盐、煤炭企业等陆
续退出。

于是，荣县工业经济在全省县域经济中排
位持续下滑。那时，许多有志之士在思考一个问
题，即基础不深厚、区位不突出、传统行业遇阻、
高端产业难至的荣县，究竟怎样才能“拨云见
日”？

荣县给出的答案是：有“破”才有“立”。
破，就是要破除以牺牲环境来发展工业的

粗发模式；立，就是要走上一条科技化、产业化
的工业经济发展之路。

这条路，又依托于荣县资源大县的特殊定
位。张泽明表示，荣县最大的“实际”就是大自然
的馈赠，科技化，产业化的工业发展之路，必建
立在其上。

这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良好的气候环
境，让油茶在这里茁壮生长。茶叶资源量大品
优，有“中国花茶之乡”的美誉。荣县的畜禽、果

蔬等也很丰富。
这里有丰富的工业产品资源。荣县坐拥 70

亿吨优质岩盐，具有矿化度高、矿床浅、易开采、
品质优等优势。同时，天然气等矿产资源也很丰
富。

还有储量丰富的优质陶泥资源。荣县的高
岭石粘土矿储量丰富，纯度高质地好，总储量超
4亿吨，荣县的陶器有“会呼吸的陶”之美誉。

……
二十一世纪初，荣县明确了“工业强县”战

略，提出了“围绕资源办工业，围绕农业办工
业”。

路线既已确定，荣县全力攻坚，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在茶盐陶等主导产业领域，加大自主研
发和自动化生产，力争将自然资源物尽其用。

张泽明告诉记者：“荣县高度重视科技在工
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技改上不吝投入，就拿
去年来说，荣县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高达
90.7%，排名全市第二，可见力度。”

破而后立，从 2001年底全县规上工业总产
值不到 10 亿元，到 2021 年底，该县已有规上工
业企业 100 户，实现总产值 226 亿元。规上工业
产值增长了20倍。

从一方产业
看荣县工业经济的“转”与“兴”

在荣县双古镇，自贡市春兰茶业老板黄革
文最近有件急事儿，新增的能消化3万户茶农所

产优质茶的自动化生产线即将投产，黄革文望
眼欲穿，恨不得马上看到它运转起来。

实际上，就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该企业自
主研发的茶叶自动化、清洁化加工生产线已投
产，可日加工茶鲜叶20万斤……

从过去的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茶场，到如
今的四川省首批精制川茶自动化清洁化加工示
范企业，春兰不断向自动化生产转型的同时，企
业发展也“兴”起来。

“通过不断加大自动化投入，春兰高速发
展，尤其是2019年以来，每年的年产值都在以百
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着。”黄革文说。

荣县是产茶大县，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造
就了 20万亩茶叶园区。荣县还培育了省内最大
的出口茶加工基地菲乐茶业。荣县每年出口茶
叶量要占全国出口茶总量的10%。

驱车从双古镇到来牟镇。记者见到了自贡
驰宇盐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张星文。

张星文最近心情愉快，驰宇1月份产值达到
了两千万，迎来开门红。“上半年是淡季有这个
成绩，今年不愁了！”他表示，驰宇去年销售收入
近两亿，今年预计能达到2.4亿。

盐，荣县并不陌生，但这里曾集聚的是能耗
高污染重的“平锅盐”。如今的制盐业通过向技
术“转身”，不仅“转”出了清洁生产，还“转”出了
多种高端盐制品。

如该公司生产的富锶盐，属国内首创。锶是
荣县的卤水中的有益矿物质，驰宇通过技术创
新将它可控地保留盐中。 （下转2版）

自贡工业经济““开门红开门红””专题系列报道之六

荣县，曾是辛亥革命全国第一个宣布独
立的县城，2019年10月7日，荣县军政府旧
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荣县，也如自贡许多县（区）一样，曾因
盐业而兴。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
整升级，粗放的工业模式逐渐被时代的步伐
甩开，工业一度落于人后。

立足县情，秉承大自然的慷慨禀赋，“围
绕资源办工业”，一条颇具特色的工业经济
振兴之路在荣县铺开。从本世纪初到今天，
荣县以科技为引领，不断育新机、开新局，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了20倍。

“破”粗放发展，“立”科创大旗，“转”传
统生产手段，“兴”现代化产业，荣县工业，其
能愈显，其志愈高。

2021年，荣县交上了一张亮眼的成绩
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0户，全年实现总
产值226亿元。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3%，排名全市前列。

咬定工业不放松。荣县的决策者们深谙，
工业经济是荣县的最大希望和最大的支撑，
它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要坚持定能振兴。

时值暖春，记者走进荣县，触摸荣县工
业经济的前世今生，解读荣县工业经济的振
兴之道。

助力骨干电网提档升级 德阳集中开工 217个电网项目

成垄成行的茶园，碧绿如茵；宽阔的乡村公路，阡陌纵横；美丽的乡村风景，如诗如画……初春时节，走进犍为县的田野、
山坡、村庄，处处都能感受到乡村振兴强劲的“脉动”。在这片广袤的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正悄然发生着美丽的蝶变。

立足县域实际，迈出坚实步伐。近年来，犍为县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科学谋划、真抓实干，
绘就了“乡村振兴”新的美丽画卷。

开工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