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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刘兵于2022年12月6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证号 511021197206185851）
特此声明。

●天全县天成电器，李昊法定代
表人名章（编码：5118255023432）遗失
作废。

●刘丹发位于邻水县鼎屏镇挞子
丘房屋监理所17号门市的土地使用证
［证号：邻鼎国用（2003）字第 1759 号］
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天
曌村村民委员会遗失 2022 年 11 月 15
日开具的四川省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票
据第二联发票，代码 0101404078，票
号：川财政 37号，金额 292000元，声明
作废。

●金阳县召来农牧科技有限责任
公 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134305013604）和仲召来法人章（编
号：5134305013606），声明作废。

●四川凉蓉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35E0R72）遗失作废，特
此登报声明。

丹棱县“古村模式”入选《2022世界旅游
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记者 常艰）近日，世界旅游联盟和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发布了《2022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案例》，全国仅50个、全省2个案例入选。其中，《四川
眉山市丹棱县幸福村：农文旅融合“古村模式”赋能乡村振兴》案
例名列其中，丹棱县幸福古村以其独有的模式精彩诠释了“旅游
让世界和生活更美好”。

该案例深度解读了作为传统村落的丹棱县幸福古村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以农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抓手和成效，以及在
此过程中产生的启示和经验。

幸福村坐落于眉山市丹棱县顺龙乡，该村抓住“古村落”文
化、农耕民俗、自然生态主线，以“质朴原乡”为主题，用“极轻”的
手法活化乡村、振兴乡村，打造“民宿+度假”乡村旅游产品，实
现了“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面貌”三大改变。

据丹棱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蒋丽艳介绍，该村以市场为检
验机制，整合“公司、合作社、原住民、新村民”等多方力量，构建
起“公司+合作社+村民”的共建共享模式，探索出城乡融合的乡
村振兴发展路径。“村民通过土地房屋参股、提供服务、销售产品
等方式，为古村乡村旅游发展赋能。如今，幸福古村从‘藏在深山
无人知’到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丰收。”蒋丽艳说。

自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幸福村旅游产品体系逐步成型。将观
光度假、农事体验、民俗文化、休闲游憩、乡村民宿、研学旅游、节
庆活动等农文旅产品自然地融入古村之中，构建起“幸福古村”
新乡村生活方式。依照古村肌理脉络，精巧布局 5处精品民宿，
打造幸福书坊公共文化空间、石磨豆坊、私房菜、文创体验空间
等20余处特色业态，梳理建设游步道37公里，形成“两环两纵”
游览线路。先后获评全国绿色村庄、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村、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和天府旅游名村等荣
誉称号。

甘孜县
“爱心防疫包”送到家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李雪娇 刘鑫
记者 杨琦）“你好，这是一份爱心防疫包，
里面有一些常备药物和面包、水果等。请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近日，甘孜县医护人员、
社区志愿者等上门为全县居家隔离及集中
隔离人员送去“爱心防疫包”。

“感谢县委、县政府免费发放的爱心
包，我们感到特别温暖。”小区住户接过医
护人员送去的爱心包感激不尽。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甘孜县始终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
以赴筑牢甘孜安全屏障。据悉，免费发放的

“爱心防疫包”内含有口罩、中药包、连花清
瘟等常备药物、疫情防控知识爱心小卡片
及生活物资等，以家庭及每户集中隔离为
单位进行发放。

首批共计200余份“爱心包”由医护人
员及社区志愿者统一逐户发放到居民家
中。在发放中，医护人员及志愿者还向居民
积极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醒大家以科学
的态度认识疫情、应对疫情，做好个人防
护，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卫生习惯。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高长青 记者
侯东）决战四季度，大干一百天。连日来，广元
市剑阁县各工业企业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全
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
务，强力推动全县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位于剑阁经济开发区的四川正牧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兽药研发、生产、畜
禽养殖技术咨询、产品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
兽药生产企业。

看似安静的厂区，生产线上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在公司生产车间里，全
套现代化机械设备及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

工人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洗瓶、
配液、灭菌、灯检、包装，整个流程都有条不
紊、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公司新版GMP总共有 9条生产线，目
前正加班加点按客户订单计划生产，全年产
值计划在 1亿元左右，预计明年将突破 2亿
元。”四川正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祖罗说。

据悉，该公司正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四川省兽药创新联盟合作，一起致力
于动物药新药、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创新。
目前，该公司已申报国家专利 20件，其中获

得授权专利证书6件。
同样，在广元永唯鞋业有限公司，5条流

水线和针车车间机声隆隆，100余名工人在
生产线上紧张忙碌着，上针车、鞋底加工、成
型，每天10小时生产时间内，要制作2200双
成品鞋。

“我们是一家主要生产女鞋、运动鞋为主
的外贸型生产企业。目前，各条生产线正在加
快加速生产。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出口俄罗斯、
意大利、乌克兰等国家。”广元永唯鞋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任俊蓉介绍说。2022年以来，广
元永唯鞋业有限公司利用“互联网+订单”销

售模式，加快研发创新，拓宽市场渠道。截至
目前，公司累计接订单 40 万双，实现产值
5000万元，全年预计产值将达到6000万元。

工业定乾坤，企业是根基。近年来，剑阁
县坚定“工业富县、工业创税”思想，汇聚全
县之力，大抓工业发展，牢固树立“全党抓经
济，关键抓项目”思维，锚定重点产业、重要
区域及重大项目精准施策，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行“一企一策”“一企一专班”，实
现“一站式、保姆式”综合服务，全力打造一
流园区平台、培育一流产业矩阵、建成一流
工业经济。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李惠玲 记者
陈家明）近日，自贡航空产业园广联航空
（自贡）基地无人机总装及零配件项目开工
仪式举行。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百余架
无人机部段及整机的生产装配能力，为自
贡市与航空工业飞“1+1+N”（政府+龙头企
业+配套企业）发展战略，画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据了解，该无人机总装及零配件项目

实施地点为自贡航空产业园 B2-10-2 地
块，土地共计 123亩。该项目将配备大型复
合材料成型设备、柔性机器人自动铺丝机、
复合材料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材料超声检
测系统等生产及检测设备。

“项目的建成，将有力推进自贡无人
机及通航产业发展，为加快无人机及通航
千亿产业集群建设作出贡献。”开工仪式
上，广联航空（自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自贡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无人机

及通航产业发展党工委，进一步赋予贡井
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主战场的发展使
命、全新定位。贡井区将奋力抢抓机遇、突
出创新驱动，坚持以工业城市为总牵引、深
化实施“一主两翼”发展战略，依托广联航
空（自贡）基地等重大项目，加快构建无人
机及通航千亿产业集群。

自贡大安区
“党建链”串起致富“产业链”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吴平华 李俊聪 记者 陈家明）近
年来，自贡大安区围绕肉鸡主导产业，全面推行支部建在链
上、党员聚在链上、人才育在链上、群众富在链上、品牌树在链
上的“五链”模式，以“党建链”辐射带动“产业链”，加速赋能乡
村振兴。

建立“园区党委+镇党委+村党支部+企业党支部”的“1+N”
党建工作体系，创新搭建“红色大讲堂”“党建工作站”等党组织
活动平台，形成组织共建、人才共育、平台共搭、资源共享、产业
共兴的党建工作格局。通过实施“双培双带”等活动，让党员“链”
在肉鸡产业链上。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超过80名村党支部书记、
200名第一书记、100支驻村工作队、1000名党员参与肉鸡产业
发展，为肉鸡特色产业发展上提供帮助。

建立2个院士工作站和专家团队，吸纳人才10人，为肉鸡产
业提供全程指导服务。引进畜牧兽医、生物医学等领域高科技人
才 6人全面参与管理和研发。建立大安区乡村振兴人才孵化基
地，累计培养市级农业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138人、各类“乡土
工匠”1000余人。

推行“党支部+公司+集体经济联合社+农户”模式，将80个
专合社、53个集体经济联合社、3400余户脱贫户、9900余户农户
聚集到产业链上。累计建成标准化养殖鸡棚 86.36万平方米，累
计实现肉鸡出栏8900多万羽、销售收入27.59亿元、农户代养收
益2.35亿元，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年均增收超400万元。

实施肉鸡品牌推广打造工程，引领肉鸡产业在规模、品牌
上全面提升。形成“八统一”肉鸡全产业链体系，带动运输、建
棚等行业 1000余人就业和产业链上下游近 200家企业发展，助
推大安区肉鸡现代农业园区创成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大
安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成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苏俊 毛春
燕）今年以来，成都新都区牢固树立“抓项目
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项目”理念，聚焦
重大战略、重要行业、重点领域，强化定期跟
踪、调度协调、主动服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

完善项目“包干+专员”促建机制。实行
一个项目一个包干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
个服务专员，压实政府推进、企业实施、部门
服务、属地保障的“四个责任”，推动建设项
目提质增效。

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移交促建机制，提出
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会、区政府重大项目

联席会、包干区领导、行业分管领导的重点
项目四级管理机制，在制度层面上建立项目
全生命周期包干管理。对 47 个省市重点项
目实行“一对一”服务专员制度，落实促建主
体责任，靠前指导服务项目业主，推动项目
尽早开工、加快实施、提早竣工。今年以来，
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55.7亿元；一二季
度省市重点项目运行情况连续两次位列全
市重大项目招引促建“红榜”前列，连续五个
季度位列红榜。

建立问题“线上+线下”督办机制。聚焦
省市重点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核心要素，
坚持线上线下双轨调度，多渠道收集问题，

实现全区项目管理全覆盖、问题协调高效精
准。

建立区政府班子成员分工调度制度，推
动问题限时解决。线上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
打造新都区重点项目管理系统，提升项目促
建效能，实现“区级领导随时批示、责任单位
及时办理、发改部门按期跟踪”全天线上调
度。今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开展线下调度会
12次、线上调度会20余次，编印重点项目半
月报 20期，推动新繁医贸产业园供地等 36
项问题顺利解决。

打造项目“问需+问效”服务机制。推动
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向优质项目倾斜，创

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项目建设模式，实现项
目服务要素精准匹配。

完善区领导联系企业机制和企业管家
服务机制，组建“6个行业+4个综合协调”服
务专班，围绕解决问题、延链扩圈、供需对
接、科研攻关、底线监管五个方面开展企业
服务。编制《重点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工作制度》，帮助企业办理从工商登记到项
目开工建设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全生命周
期服务。运用好预算内资金、专项债、政策性
金融工具等手段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处置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推动由“供土地”向“供
平台”转变，提高土地利用率。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康勇 记者
侯东 文/图）冬季管护是林业产业安全越
冬的重要一环，近段时间来，气温持续下
降，旺苍县紧抓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核桃、
油橄榄等特色产业的冬季管理，各地呈现
一幅喜人的“冬忙”图景。

走进旺苍县普济镇远景村黄花山核
桃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生机勃勃
的“冬忙图”，当地群众正在按技术专家的
指导挥镐扬锨，严格按照管护技术要点进
行涂白、施肥、防虫、修枝整形，为来年挂
果增收做足准备。

“我在这个园区务工已经七年了，每年
的收入大约在三万多块钱，加上我的农作
物收入，魔芋、药材加起来有接近四万块
钱。”旺苍县普济镇远景村村民张良坤说。

为不断提高核桃园附加效益，该园
区还采取林下种植、分季节套种中药材、
油菜、秋洋芋、大豆等粮经作物，积极为
群众的核桃产业挖掘更多的价值，使核
桃成为群众致富的“摇钱树”，乡村振兴的

“支撑点”。
如今该园区通过建立“专合社＋基

地＋农户”的林业产业经营模式，以土地
经营权流转“获租金”、扶贫资金入股“变
股金”、就地务工“挣薪金”、盘活闲置林地
等资源入股“分现金”的方式，带动当地
2000户农民以全托和半托形式发展核桃
产业，户均核桃增收1500元以上。

除了核桃，当地的油橄榄也进入了冬

管期，在普济镇清江村 350亩的油橄榄园
区，技术人员正在现场给群众指导苗木栽
植和管护。据了解，今年该园区还要扩种
160亩的油橄榄，套种 350亩的中药材，预
计 2023年清江村油橄榄产业收入能够达
到100万元。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旺苍县目前正大力开展核桃、

林下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的冬季管护，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旺苍县林业局
高级工程师赵洪斌介绍说，“下一步，将在
两个方面着力强化产业管护，一是规范化
实施冬季管护，二是标准化开展科技培
训，10 个重点乡镇、50 个村实现全覆盖，
力争明年人均林业产业纯收入增加 200
元以上。”

旺苍县林产业绘出“冬忙”图景

成都新都区：“三项机制”推动项目建设

自贡航空产业园广联航空（自贡）基地开工

果农开展核桃树冬管

资中县
开启电商直播全链条服务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黄麟其 记者
毛春燕 李弘）“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家人
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资中县商务发
展事务中心本地农户产品直播的一个专
场，我手上这个就是赵老师的花生酥……”

近日，在资中县商务发展事务中心的音
乐专场直播厅内，电商主播正通过直播网络
介绍农副产品，认真解答消费者提问，一场
集合着本地特色产品的带货直播开场了。

据悉，资中县商务发展事务中心于
2017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直播基地拥有5
个独立多功能直播间和1个音乐专场直播
室。近期，该中心新购置了一批直播设备，
着力重点打造直播孵化基地，为广大电商
企业、创业就业青年、自媒体爱好者、音乐
艺术爱好者、直播达人提供贴心的公共服
务，从主播培训、供应链打造、直播全案策
划、设备免费试用等方面，提供直播电商产
业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剑阁县：工业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