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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多的车厘子噢！”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宣
汉县南坪镇花园村的南园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连片的车厘子映入眼帘。一颗颗珍珠般的果实挂满
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以前这里是一片撂荒地，如今因小小车厘子得以

“盘活”，这要得益于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嬗变。
近年来，宣汉县乘借东西部协作东风，大力

招商引资，规模发展车厘子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鼓起农民腰包，“厘”出美好生活。

抢抓东西协作机遇
孕育特色产业希望

“你看，这条在园区蜿蜒盘旋的产业路，就
是用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修建的……”花
园村支部书记陈良波告诉记者，他们在园区投
入资金225万余元，大力完善车厘子产业路等基
础设施，为推进宣汉县南园大樱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我们投入了 600万余元，成功创建了宣汉
县南园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但是，要想壮大
车厘子产业规模，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正在这
时，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的投入，解了燃眉
之急，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宣汉县南园大樱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秦玫感慨万千。
如今，宣汉县南坪镇抢抓东西部协作重要

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为重点，坚持优势互补，
合作共建定海·宣汉南坪镇花园村高山车厘子
产业园，孕育产业新希望。

近年来，宣汉县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立足
“宣汉所需所有、定海所能所长”，聚焦内生动力，
厚植发展根基，围绕宣汉“牛药果茶菌”特色产业
精准发力，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0570万元，发
展产业项目31个，占财政援助总资金的73%。目
前，流转土地1.7万余亩，直接参与项目经营管理
的农户有4900余户，每年保底分红或利润分红可
达500余万元、吸纳群众就业4500余人。

乘坐东西协作快车
发展兴村富民产业

“知道这边可以采摘车厘子，我们特意带着
家人来感受乡村田园生活，品尝车厘子，今天玩
得非常开心。”在定海·宣汉南坪镇花园村高山
车厘子产业园里，来自达州市的诸多游客正在
体验采摘的乐趣。

乘着东西部协作的快车，2018 年，南坪镇引
进了来自达州市的秦玫、汪新梅、薛莲、何静“四

朵金花”，合伙投资创建宣汉县南园大樱桃种植
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专合社+村集体+农户”
种植模式，成功发展高山车厘子350亩。

车厘子能否种植成功？市场前景如何？……
据秦玫回忆，刚来时，望着满山“撂荒土地”，他
们心里十分犯愁。经过多次考察学习，最终毅然
决定创业，大力发展车厘子产业，既能带动村里
的经济发展，又能帮助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今
年，这里的部分车厘子开始试挂果，产量达 1万
余斤，实现收入 58 万余元，赚到了“第一桶金”。

同时，南坪镇大力支持车厘子产业发展，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新修产业路、观光采摘道路、生
产库房、办公阵地、灌溉设施等设施，为车厘子发
展提供强力支撑，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助推兴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

如今，当地已经形成了车厘子采摘热。“目
前，我们专合社有 50 多亩车厘子已到了成熟采
摘期，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采摘。仅车厘子一
项产业，助力人均增收2000 余元。”秦玫说。

共享东西协作硕果
叩开美好生活之门

“昔日‘荒山坡’，今朝‘聚宝盆’，这是浙川

东西部协作结出的硕果，我是其中的受益人。”
站在定海·宣汉南坪镇花园村高山车厘子产业
园里，家住花园村二组的村民李吉阳掩饰不住
内心的喜悦。

随后，李吉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我
家流转土地 5亩，按每年每亩 300 元计算，收入
1500元；夫妻俩在园区务工，按每天每人80元计
算，收入1.2万余元；采取‘专合社+村集体+农户
’入股分红模式，专合社占园区总收入的90%、村
集体占园区总收入的 3%、农户占园区总收入的
7%。按照园区今年总收入 58 万元计算，其中全
村入股农户收入 4.06万元。我入股土地 5亩，占
总面积 350亩的 1.42%，分红收入 580元。这样一
来，我家一年共收入14080元，这比过去种玉米、
土豆等传统农作物划算多了！”

李吉阳只是花园村受益群众之一。陈良
波告诉记者，该村辖区面积 9.2 平方公里，有
241 户 869 人，其中有土地入股人员 64 人，他
们与村民李吉阳一样共享东西部协作硕果，
真正实现土地入股当“社员”、园区务工当“职
员”、售卖产品当“店员”，叩开了美好生活的

“幸福之门”。
张平 漆楚良 姚盛 王凌峰 四川经济日

报记者 王晓英

我省2021年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向好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婕）6月 5日环
境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1 年四川省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用数据全面展示了四川省2021年生态环境
状况的向好趋势，四川圆满完成2021年国家下
达的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目标任务，在中
央对各省（区、市）2020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考核中，四川继续获评“优秀”等次。

2021年度四川空气质量依然持续向好。全
省 PM2.5 平 均 浓 度 31.8 微 克 每 立 方 米 ，较
2018-2020年三年均值下降 4.5%；优良天数率
89.5%；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减排
量分别为 5.2万吨、0.85万吨，完成国家下达的
年度目标任务。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比 2015年下降 29.9%，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降低19.5%目标，目标完成率达153.3%。

2021 年，四川地表水水质总体优。通过狠
抓重点领域攻坚，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化学
需氧量、氨氮重点工程减排量分别为 8.2万吨、
0.91万吨，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此外，《公报》显示，2021年四川开展了150
个土壤基础点和 478个土壤风险监控点监测，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苍溪县发放政策明白卡
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熊敏 记者 侯东）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了解惠企政
策，全力打通政策兑现“最后一公里”，近日，苍
溪县市场监管局印制了10000余份四川助企纾
困政策明白卡，发动全体干部职工全面走访辖
区市场主体，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
群推送电子“明白卡”，多种渠道将政策送到市
场主体手中，帮助苍溪县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尽快享受到政策红利，缓解疫情冲击。

“明白卡”以图文并茂方式围绕市场主体最
关心、最期盼，普惠性最强、覆盖面最广的税收优
惠、融资贷款、物流成本、房屋租金、社保减负等6
个方面提炼出24条政策，简单易懂，让惠企政策

“找得到”“看得懂”。截至目前，该局已向6000余
户市场主体发送“四川助企纾困政策明白卡”。

旺苍县
金融“12条”助企纾困稳经济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张晓德 康勇 记
者 侯东）日前，人行旺苍县支行联合县财政局、
县金融服务中心印发《关于扎实做好金融助企
纾困稳经济工作的通知》，提出旺苍金融助企纾
困稳经济6大重点12条措施（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对全力扩大信贷投放、保持信
贷增长“稳定性”；加大普惠小微信贷投放、落实
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制造业、科创企
业和绿色信贷支持力度等都做了具体要求。

《通知》要求，加大对米仓山茶和绿色家
居、新型墙材、食品饮料、机械制造等“1+4”新
型工业的信贷投放，确保实现年末旺苍制造业
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做大
全县绿色信贷总量、提升绿色信贷占比。

《通知》要求，各银行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要将LPR内嵌到FTP，巩固LPR下行
成果，保持年内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稳中有降。加强存款利率管理，防止恶
性竞争，稳定银行负债端成本。严格金融机构收
费管理，严禁银行、保险机构向企业违规收取服
务费用或变相转嫁成本。

坚持“房住不炒”战略定位，落实好差异化
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引导全县银行机构将首套
房商业贷款利率执行下限调整为不低于同期
同档次LPR-20BP，旺苍农商行年内可以在集
中度上限要求内继续放款，支持首套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企业合
理融资需求，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保持房
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安全事故起数同比下降75%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霁玥）6月 6日，
记者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端午假日期
间，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 75.0%、63.6%，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端午假日期间，全省应急管理系统严格落实
值班值守制度，厅机关三分之一人员在岗在位，
厅通信保障分队、省救援总队等全要素运行、时
刻备战，确保第一时间报告、响应、出动和处置。同
时，加强对全省应急系统值班值守工作检查，其
间开展视频调度11次，抽查30次，累计抽查21个
市（州）、21个县（市、区）和12支省级救援队伍，确
保全省应急管理系统时刻保持应急状态。

在全力防范安全风险方面，强化“1+4”安
全生产大检查专项督导工作组节日期间督导力
度，即1个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导组，以及煤
矿、工贸、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消防 4个专
项督导组全部下沉一线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各
级安办采取“四不两直”“三带三查”方式，加强
端午节假期安全生产明查暗访。

截至 6 月 5 日 16 时，省安办派出 8 个督导
组，共检查单位24家，发现问题隐患85项；市县
两级安办派出 8485 个督导组，共检查单位
21754家，发现问题隐患 10187项，对发现的问
题隐患严格实行整改销号闭环管理，已全部采
取“发点球”的方式交办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或限
期整改落实。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霁玥）6月6日，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端午小长假
期间，四川纳入统计的 715家A级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658.2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341.79
万元。游客接待人次恢复到 2021年同期的 7成
以上，较2022年清明小长假分别增加18.35%和
24.48%，全省文旅市场呈现加速回暖态势。

与今年清明假期相比，端午假期全省重点
景区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均大幅增长，其中，
乐山大佛分别增长 10倍和 7倍以上，峨眉山分
别增长 3倍和近 2倍，九寨沟分别增长 2倍和 1
倍，黄龙分别增长近2倍和4倍，成都大熊猫基

地分别增长 1倍。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共接
待群众56.04万人次。

假日期间，各地围绕端午传统习俗，组织
开展了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
其中，富顺县举办了全省“百舟竞渡迎端午”示
范展演活动，自贡市推出了“潮见端午、嗨遇自
贡”十大系列活动，南充市举办了“夜游嘉陵
江·亲自粽动员”“蓬安百牛渡江”系列活动，宜
宾市开展了李庄草龙、摇花船等传统民俗文化
沉浸式表演活动等，深受广大游客喜爱。

非遗展示展销成为新亮点。假日期间，文
化和旅游厅联合各大电商平台举办了第三届

“四川非遗购物节”，430余家线上非遗店铺参
加活动。成都市在宽窄巷子、安仁古镇、东门市
井开设非遗集市，德阳市、南充市线下直播带
货等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非遗展示与旅游活动深度融合，让游客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郊乡村游、亲子游、研学游持续火爆，
乡村美食、采摘体验、漂流戏水等旅游产品深
受游客青睐。四川各地推出特色主题游览路
线，吸引广大游客前往体验。天府旅游名镇、
名村成为乡村旅游热门目的地，洛带镇、四姑
娘山镇、年画村、竹艺村、尚腾新村等举办了

客家龙舟会、巴山舞龙、传统腊粽体验等系列
活动，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同比增长 10%
以上。

此外，露营、民宿等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据携程发布的大
数据显示，四川位居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民宿最
热省份第 2位，露营搜索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
超过 200%；成都位居全国露营热门城市第 3
位，全市“端午”露营旅游人次较“五一”增长
10%左右。内江市夏月水乡、汉安湖、甜源蔗乡
等网红新空间人气旺盛，全市旅游综合接待人
次同比增长11.23%。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宋成均 记者 侯
云春 严易程 文/图）全县接待游客 34万余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62万余元……端午小
长假期间，长宁县围绕“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不断丰富景区内涵，成为了近郊探亲游
的热门目的地。

敲鼓、划龙舟……端午假日期间，4A 级
景区蜀南花海每天举办两场陆地龙舟赛，让
游客们置身于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优秀
传统文化，领略休闲旅游魅力。

在七洞沟旅游景区，工作人员将鸭子
抛向水中，参加抢鸭子活动的选手跳进水
中，挥动双臂，快速游向鸭子所在位置，上
演“你追我赶”“斗智斗勇”的精彩画面，抓
到就可以直接拿走。景区抓鸭子、吃西瓜比
赛等各项活动轮番上演，引得众多游客前
来体验。

此外，在双河镇，游客和当地人一起包粽
子；长宁镇，“怀惜传统·‘粽’情端午”主题活
动也热闹呈现。

“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文旅活动，进一步
擦亮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长宁县委主要
领导表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让四川文旅名扬天

下、享誉全球”发展目标，长宁旅游资源丰富，
要积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业

态，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文旅名
县、生态富县。

汶川县旅游综合收入增长42.9%

四川经济日报阿坝讯（伍排勇 邵理燕
记者 庄媛）6月 6日，记者从汶川县委宣传部
获悉，端午小长假期间，该县共接待游客18.6万
人次，同比上升 21.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880万元，同比增长42.9%。其中，汶川特别旅
游区接待游客9.223万人次，大禹文化旅游区接
待游客 8.94万人次，卧龙旅游区接待游客 0.44
万人次。环比 2022年清明小长假，旅游人次和
旅游收入分别增加371.2%和438.5%。

端午节前，阿坝州推出全州所有A级景区
半价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省内及重庆等周边
游客。端午节期间，游客们纷纷走进汶川县水磨
古镇、映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农家果园，体验
汶川多样的文化魅力和自然风情。

端午假期，汶川以阴雨天气为主，在水磨
古镇、映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天空下着
小雨，也阻挡不了游客们的出游热情。人们踩
着青石板，穿梭在青砖绿瓦的禅寿老街。在万
年台古戏楼，游客们登上戏台还能随口唱上一
两句戏文。

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映秀
镇自然是游客们必须打卡的目的地之一。在漩
口中学遗址，游客们依次扫码预约参观。在讲解
员的深情讲述下，游客们的记忆也被拉回到了
那段悲壮的抗震救灾时刻。很多游客都是带着
孩子前来参观，感受爱国主义教育。

其间，正值汶川甜樱桃上市的时节，大量的
游客也涌入田间地头体验采摘的乐趣。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郭明菊 郭桂花
记者 侯东）包粽子、挂艾草、猜灯谜、看舞台
剧……端午节期间，广元市利州区各景区景
点及旅游文化场所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
大批市民游客。据利州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
统计数据显示，全区端午小长假3天共接待游
客24.11万人次，同比增长0.82%，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9402.9万元，同比增长1.03%。

“今年端午小长假与以往不同的是，民俗
节庆特色鲜明，各景区（点）、城区商业综合体

深入挖掘和拓展文化旅游内涵，积极组织端
午节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游客切身
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该区文化旅游和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白朝乡月坝旅游度假
区举办“喜迎二十大，微游大美月坝，助力乡
村振兴”端午月坝打卡活动和“广元文艺人才
集中采风暨月坝主题文化作品展演”活动，极
大丰富了假日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龙潭乡部
分农家乐推出包粽子、做香囊、挂艾草等端午
节民俗体验活动。

小长假期间，该区“有农有牧、有景有致、

有山有水、各具特色”的田园综合体受到众多
市民游客青睐，自驾游、乡村游、生态游、亲
子游等成为“微旅游”的热门主题，文旅新业
态持续火热：天曌山滑翔伞休闲露营、月坝
自助烧烤、大石鲜桃采摘等多项休闲娱乐活
动浸满田园乐趣；激情卡丁车、精彩舞台剧、
猜灯谜等奇趣解压活动，吸引游客亲身体
验，暂时忘掉城市的喧嚣与烦恼，收获了不
少“回头客”。

假日期间，该区文化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和安全生产事故。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钟正有）记
者从德阳市文旅局获悉，端午假日期间，该市
假日文旅市场总体呈现回暖态势，实现了“健
康、安全、秩序、质量”四统一的目标，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市 22个A级
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26.0658万人次，实现门
票收入 92.4957 万元；全市图书馆、文化馆等
公共文化场所共接待群众 5153人次，累计开
展线上、线下活动 59 场次，线上活动点击量
4006人次。

端午假日期间，德阳市组织文化执法人
员对A级旅游景区、网吧、歌舞娱乐场所、旅
游饭店、公共文化场馆等场所落实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措施和规范经营情况进行了巡查检
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364人次，检查各类经营

单位 19个，督促发现并整改落实问题 14个，
确保了端午假日文旅市场安全规范有序。

德阳市充分释放三星堆“龙头”品牌效
应，推出三星堆博物馆、红峡谷·钟鼎寺旅游
度假区等涵盖6个景区的“耍·古蜀旌城”精品
旅游线路。花坞御景园等7个景区实施重庆籍
游客 5 至 7 折优惠政策。开展 2022 年德阳市

“走德阳、耍安逸～嗨一夏”系列活动。举办端
午文庙光影秀，通过现场真人实景表演，实现
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无缝转换的“沉
浸式”体验。利用光影科技，映亮了德阳文庙
宫墙，吸引了 5200余人次现场体验，超过 192
万人次线上观看。以“非遗传承 安康端午”
为主题，举办第三届“四川非遗购物节”德阳
专场活动，德阳酱油、中江挂面等17种当地非

遗产品通过直播间向全国网友推荐分享，共
吸引11.7万余人次线上围观。

观光休闲、文化体验、乡村旅游等城市
周边“微旅游”“微度假”备受青睐。罗江白马
关景区的卡丁车、丛林穿越等户外运动项目
吸引了大量青年运动爱好者；旌阳区高槐村
乡村旅游区吸引了大量乡村亲子游游客打
卡体验；绵竹市露营、野炊等特色产品深受
游客欢迎。

德阳市7个图书馆、7个文化馆、8个博物
馆（纪念馆）全部免费开放，策划举办“粽情端
午”文艺演出进景区、基层文艺骨干舞蹈培
训、端午主题线上美文分享等端午文化活动
20余场，为市民提供了质量高、内容优、参与
性强的文化惠民大餐。

宣汉：东西部协作“厘”出群众美好生活

接待游客658.2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341.79万元

我省重点景区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均大幅增长

德阳：系列精彩活动推动文旅市场“回暖”

广元利州区：文旅业揽金9402.9万元

宜宾长宁：近郊探亲游受追捧

抢鸭子活动

端午假期盘点 >>

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工学一体
化”教学教研基地成立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何羽佳）6月6日，四
川省技工院校2022年学生毕业典礼在四川理工
技师学院举行。典礼上，举行了四川省高技能人才

“工学一体化”教学教研基地授牌仪式，这意味着
该基地正式在四川理工技师学院成立。

为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
人社部大力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四川理
工技师学院按照人社部要求，全力推进一体化课
程标准开发、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工学一体化教学
场景，成为人社部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院校。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院长赵勇告诉记者：“成
立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工学一体化’教学教研基地
目的是打造我省工学一体化教学教研示范场地、
加快工学一体化师资培养，更好推进我省工学一
体化课程改革、优化一体化教学资源、用好工学一
体化教学教法，培养更多契合地方产业发展和企
业生产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为弘扬工匠精神，牢记技能报国的初心，四
川理工技师学院特意为毕业的同学颁发了“匠士
证书”。该学院相关负责老师介绍说，“匠”，即具备
相应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士”，即具备工匠的职业
素养。“‘匠士证书’的授发，是对所有毕业班同学
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的双认证。”

此外，典礼现场，还为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2022年毕业生颁发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荣誉
证书并赠送纪念品。

近年来，四川理工技师学院毕业生就业安置
平稳，就业率达到98%，对口率达到70%，初次就
业薪酬 4500元以上，进入世界 500强企业达到
6%，进入规上企业、上市公司达到66%，涌现出一
批受到社会好评、单位高度认可的优秀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