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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婕）近日，记者
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截至 11月底，
全省新增规上工业企业超过 1200户，同比增长
7.7%，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这支不断壮大的
队伍，表现如何？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819.8亿元，同比增
长 12.8%。其中，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对全省规上
工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超过38％。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为增强四川经济发展
韧劲，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做出了积极
贡献。”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说，全省新
增规上工业企业取得良好成效，离不开推动企

业“升规入统”培育过程中一系列精准实惠的政
策组合拳。

据了解，企业“升规入统”是指支持引导小
微企业发展为规模（限额）以上企业，并纳入统
计部门一套表联网直报调查单位统计范围。小
微企业“升规入统”后会成为行业主管部门重点
扶植对象，有利于打响企业知名度，提高产品市
场竞争力，帮助企业生产经营走向规范化，推动
企业加速发展。当规上企业遇到困难时，有关部
门可以及时发现并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提振企业发展动力。

如何推动企业“升规入统”，帮助小微企业
“长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和信息

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川紧抓工业企业“小升
规”培育，创新培育模式，打造优质服务，积极开
展“转企升规”专项攻坚行动，从做优梯度培育
引升规、打通资金堵点助升规、助企纾困服务抓
升规等方面全面发力，扎实推进工业企业“小升
规”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政策“快、准、稳、好”落
地见效，服务市场主体轻装前行，为加快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重要支撑。

推进“升规入统”，四川有一系列政策礼包，
为企业带来了“利好”。据悉，四川先后出台《四
川省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若干政策》《关于进一
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的财
税政策》《四川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行动方

案》《关于开展“转企升规”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
案》等文件，开展制造业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
动、万人助万企活动，推出助企纾困政策“明白
卡”，全力打通政策兑现“最后一公里”。

“精准实惠的政策组合拳，加大财税支持，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真正让企业得到实惠。尤其
是，‘升规入统’企业乘势‘加速跑’，有力支撑工
业稳增长。”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透露，
截至11月10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共为
四川各类市场主体释放政策红利超 1590亿元，
为25.2万户次企业办理缓缴税费148.5亿元，为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办理
缓缴社保费62.5亿元。

16地上榜
四川第二批省级生态县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婕）12月 7日，记
者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近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公布《关于命名第二批省级生态县的决定》。根
据《四川省省级生态县管理规程》《四川省省级生
态县建设指标》，经申报、预审、核查、公示，四川省
政府决定命名成都市青羊区、成都市成华区、梓潼
县、苍溪县、蓬溪县、犍为县、阆中市、宜宾市南溪
区、芦山县、理县、茂县、黑水县、康定市、丹巴县、
雅江县、道孚县 16个县（市、区）为第二批省级生
态县。

巴中市“文旅新区模式”——作为我省唯一
案例上榜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度文化和旅游
领域改革创新十佳案例榜单；

由市文化馆与巴州区联合打造的四川扬琴
《蜀道》喜获全国群众文艺政府最高奖——群星
奖，这是巴中首次斩获该奖；

通江县荣耀上榜“2022中国县域旅游发展
潜力百强县市”榜单；

通江县被命名为“天府旅游名县”，恩阳区
获评“第四批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

南江光雾山国际红叶节入选“2022年四川
林草最具影响力生态旅游节会”，南江县特色旅
游线路入选“2022年四川林草最受欢迎生态体
验线路”；

5个县（区）全部入列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名单，系全省唯一市（州）；

……
今年来，巴中文旅康养产业喜讯不断。
一块块金字招牌，标志着巴中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践行路上、在首位产业发展路
上，走出了“巴中范”，积蓄起推动文旅康养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

作为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的巴中，何以能
够积厚成势，迸发出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强
劲势能？近日，记者就此深入巴中进行了采访。

首位发展
激活产业“一池春水”

“签约光雾山富氧康旅小镇项目、米仓道·恩
阳花间堂二期建设项目、巴城记忆文创产业园项
目等58个，签约资金超100亿元。”前不久，巴中在
第二十届四川光雾山国际红叶节开幕前夕举行的
一场文旅康养产业投资推介会上，收获颇丰。

“面对当前下行压力较大的经济形势，这一招
商成绩单令人振奋。同时，也说明大家非常看好巴
中文旅康养产业这一‘潜力股’。”会上，重庆多利
景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利沙感慨道。

看好巴中文旅康养产业机遇，重庆多利景园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已抢先一步下单。早在今年6
月，该公司就与南江县签订总投资 28亿元的云
顶茶乡文旅康养综合体建设项目，并于9月开工
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利润近2亿元。

在聚力招大引强中，巴中文旅康养产业迎来
了恩阳不夜城、天马山森林康养旅游项目等一大

批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引爆性”文旅项目开建，
为其打造“巴中好玩、宜游”目标注入了磅礴力量。

冬日里，记者在巴中文旅康养产业项目建
设一线见到，处处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

“巴中文旅康养资源丰富，但因制约因素较
多，一直没得到很好发展。而今喜人发展场景，
得益于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在审视市情后，推出
的一招‘妙棋’，激活了‘一池春水’。”巴中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一退休老干部熊老先生坦言。

“去年，市委、市政府将文旅康养产业确定为
‘首位产业’，力争到2025年旅游收入突破700亿
元。这是一招非常好的‘妙棋’。首位产业的确立，
让巴中文旅康养产业步入大发展‘黄金期’。”熊
老先生说，将文旅康养产业从第一产业升格为首
位产业，这“号准”了巴中产业发展之脉，首位发
展正当其时。有着丰富文旅康养资源的首位产
业，定将为巴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据介绍，经过多年努力，巴中已凝聚起首位
产业坚实之基：“十三五”期间，接待游客超过
1.4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00多亿元，年均增
幅分别位居全省第二、第四，全市规上文旅企业
达 119 家；已成功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位、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2个天府旅
游名县、3个省级旅游度假区等系列文旅品牌标
识，同时获得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中国气
候养生之都等殊荣。

首位产业，首位发展。为加快文旅康养产业发
展，巴中坚持推行政策、人才、要素、服务四个向首
位产业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出台《中共
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关于突破发展文旅康养
首位产业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措施；建立高位
推动机制，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揽总文旅康养
首位产业，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链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让
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坚定了突破发展
文旅康养首位产业的决心信心。”巴中市委书记
何平表示。

新区模式
轰燃产业“主引擎”

首位产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巴中该如何锻造这个“硬核支撑”？

“巴中之策是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建立文旅新区，打造突破发展文旅康养
首位产业的‘主引擎’‘绿色经济核心增长极’。”
巴中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鹏凌说，打造硬核支
撑，巴中必须超常出招推动后发赶超。

2021年 11月 3日，巴中突破发展文旅康养
首位产业迎来重要历史时刻——巴中市光雾山
诺水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简称文旅新区）正
式成立。

文旅新区的成立，是巴中文旅发展史上的
一次重大创新，也是巴中突破发展文旅康养首
位产业的标志性工程。

文旅新区的成立，是巴中以变革之力破除
瓶颈制约、以创新之策开启发展新局的生动创
新实践，被赋予重要时代使命：致力于建成践行

“两山”理论示范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中国内陆养生福地；力争到 2025 年，实现新区
旅游综合收入200亿元。

文旅新区横跨南江、通江 2县 7乡镇，涵盖
光雾山 5A级旅游景区，米仓山、空山、诺水河 3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多个小景点，总面积
1656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型县城。

“文旅新区产业资源丰富，将大有可为。特
别是那光雾山完全符合生态康养‘6+1’度理论，
可打造成世界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重要
场景。”对于文旅新区的成立，四川省委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后强倍为称赞。

肩负使命，勇担当。文旅新区成立一年来，
在“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打造巴
中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上展开了系列
创新实践，并取得突出成效。这一模式，还作为
我省唯一案例上榜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度文
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十佳案例榜单，为全国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创新经验。

文旅新区成立一年来，坚持大格局、大视野，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切实担负“勇挑大梁”
责任。米仓大道、光雾山国际滑雪场、米仓山国家
度假区、铁炉坝国家体育公园等一大批打基础、利
长远的优质大项目、好项目展开了全速推进。

在米仓大道项目建设现场，记者见到一幕宏
大建设场景：天刚蒙蒙亮，80余处工点上，2500
余名施工人员、870余台(套)机械，忙个不停……
全力铸造着一个超级产业集群的交通大动脉。

做强首位产业“龙头”同时，巴中还积极做强
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城市旅游和乡村旅游“四大

板块”。在红色旅游上，巴中积极同陕西汉中、重庆
北碚携手共建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合力将革
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新名
片、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产业创新发展新引擎。

融合创新
加速“诗意山水·红色巴中”出圈破圈

“家乡有座光雾山，如诗如画如梦幻……”光
雾山景区形象大使、四川巴中籍著名音乐人李书
伟在网络直播现场激情演唱了《家乡有座光雾
山》，以悠扬的歌声向全球游客推荐光雾山；首次
举办金色水青冈圆桌会，国内植物学界的相关学
者齐聚巴中，倡议组建全球水青冈联盟；国际友
人光雾山观光旅游直播，让更多的国外游客体验
了来自光雾山旅游区的红叶盛景……

在第二十届四川光雾山国际红叶节上，一
个个融合创新之举，无不让海内外游客惊叹！

“2022年金色水青冈圆桌会、国际友人赏光
雾山红叶全球推广活动的举办，标志着在科学
应对新冠疫情下，红叶节仍保持着浓浓的‘国际
范’。”红叶节上，一国家级媒体资深记者感叹
道，保持“国际范”的背后，是巴中以国际视野推
进首位产业的生动创新实践，是巴中进一步提
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旅游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有力探索。

“节会是塑造广泛美誉度的引爆点，能快速
提升产业形象和知名度。”推动文旅康养首位产
业高质量发展中，巴中决策者高度重视节会的
高质量举办，并把融合创新作为重要提质抓手。

在市级层面上，春抓巴人文化艺术节，联动
举办杜鹃花节、茶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夏办诺水
河国际溶洞节，配套举办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
质公园发展研讨会、森林康养避暑节、森林音乐
会等；秋续光雾山国际红叶节，打响“安逸走四
川·相约光雾山”知名度；冬推光雾山冰雪节。同
时，支持各地各部门举办各具特色的节庆活动。

在融合创新中，巴中还结合优秀传统文化
推出了《恩阳传说》《梦境光雾山》等众多重磅文
旅产品，深受游客称赞。

一次次大手笔“挥毫泼墨”，一次次深度改
革创新，让巴中文旅康养这一首位产业积蓄起
强劲势能。

乘势而上！未来，“诗意山水，红色巴中”定
将更美更醉人。

首位产业积厚成势

巴中：文旅康养产业激荡发展新气象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何菊

12月7日，正逢大雪
时节，内江市东兴区农民
抢抓农时，在田间、大棚
进行冬季蔬菜的管护、采
收。

当日，在东兴区椑木
镇水心坝村，农民根据市
场需求，适时采收红萝
卜、白萝卜、韭黄、大葱、
青笋、花菜等时令蔬菜，
及时满足市场供给。

兰自涛 李建明 四
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
燕 摄影报道

内江：大雪时节采收保供忙

四川打好政策组合拳 助力工业企业升规入统“化蛹成蝶”
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增至31175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刘开雄）国
家外汇管理局 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75亿美元，较10月
末上升651亿美元，升幅为2.13%。

据外汇局官网发布的相关内容，2022 年 11
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
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
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四川青峪口水库
初步设计报告获批复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水利部已正式批复
《四川省通江县青峪口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标
志着青峪口水库的大坝主体工程即将开工建设。

青峪口水库是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库，是
渠江流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青峪口水库位于通江县诺江镇，距县城5.7公
里，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兼顾发电的大
（2）型水库工程，枢纽建筑物主要包括大坝、引水
发电系统、生态放水设施、供水建筑物、过鱼建筑
物等建筑物。其中，水库大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
坝，正常蓄水位400米，坝顶高程405.3米，总库容
1.41亿立方米，防洪库容0.81亿立方米。

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促进通江县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及巩固拓展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成果，
同时更有利于提高下游城镇的防洪能力。据悉，通
过新建青峪口水库，并在通江县城区实施新建堤
防工程和河道整治等措施，可使通江县城区防洪
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与在建的江家口水库联合
运用，可使平昌县城近期防洪标准达到 10 年一
遇。 （李振华）

四川设立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救命钱”先垫付后追偿

四川经济日报讯 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
限额的、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机动车肇事
后逃逸的……遭遇这样的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
命钱”可由救助基金先垫付后追偿。

近日，经省政府同意，财政厅、四川银保监局、
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厅、民政厅、司法
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等 9部门印发《四川省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基
金管理，明确了上述要求。

《管理办法》还明确，救助基金一般垫付受害
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 7日内且单人不超过 8万元
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超过7日或单人超过8万
元的抢救费用，由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救助基
金垫付的单人丧葬费用最高限额为交通事故发生
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倍。 （川讯）

国内最大道岔连续梁横移完成

成自宜高铁与成都南站顺利衔接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12月7日凌晨
4时 50分，在成自宜高铁成都南联络右线特大桥
施工现场，伴随着现场指挥人员最后确认，经过9
小时施工，国内最大道岔连续梁横移顺利完成，标
志着成自宜高铁与成都南站顺利衔接，为全线铺
轨和成都南站春节运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从成兰铁路有限公司获悉，本次施工的
成都南联络右线特大桥位于成都市三环路南三段
至锦江大道之间，梁体全长89.9米，高2.5米，梁体
重约 2200吨，为全线重点工程。因既有成贵成渝
联络上行线桥梁不满足道岔铺设条件，需拆除并
新建道岔梁，中铁十四局针对现场存在施工支架
高、横移距离远等特点，采用异位现浇平移就位方
案施工，平移距离为 22.29米，整个施工过程耗时
9小时左右，相当于在空中同时拖动 1500辆小轿
车进行移动。

成自宜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
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59公里，设计时
速 350公里。成自宜高铁对打通成都直达云南桥
头堡及珠三角重要经济区铁路大通道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仅剩锦绣隧道还未贯通，今年年底进入铺
轨阶段。

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
保持稳定增长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今年
前 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8.34万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中，出口 21.84万亿元，
增长 11.9%；进口 16.5 万亿元，增长 4.6%；贸易
顺差5.34万亿元，扩大42.8%。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保持两位
数增长。前 11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4.47
万亿元，增长12.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63.8%，
比去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前 11 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89
万亿元，增长15.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4%。
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
为 5.17万亿元，增长 7%，占 13.5%。中美贸易总
值为 4.62万亿元，增长 4.8%，占 12%；中韩贸易
总值为2.22万亿元，增长4.7%，占5.8%。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 线 国 家 合 计 进 出 口 12.54 万 亿 元 ，增 长
20.4%，同比增速高出全国外贸整体增速11.8个
百分点，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6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前11个月，全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49.75
万家，同比增加7.3%，合计进出口1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13.6%，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