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CHUAN ECONOMICS DAIL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1—0044 国内邮发代号：61—6 http://www.scjjrb.com通用网址：四川经济网 今日4版 总第10591期 总编辑 李银昭 值班编委 苟邦平

2023年5月5日 农历癸卯年三月十六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萍 编辑 唐恩龙 美编 刘盼

一
四序迁流，冬去春来。
今年惊蛰节气后两天，大竹香椿交易市场就要

如期开秤。为了赶上开市时卖个好价钱，天刚蒙蒙
亮，在自家小院旁的椿林里，石河镇村民冯仁平和妻
子手持绑有小弯刀的长杆，娴熟地采摘头茬椿芽，鲜
嫩的椿芽异香浮动。闻风而动的椿农们也都是一早
就钻进了香椿林采摘椿芽，有的还请来帮手。醒来的
椿林春意萌动，一派生机。

谁也不会想到，2006年前，这里房前屋后只有零
星几株香椿树。

冯仁平讲起一件往事。当时的乡领导来村里动
员大家发展香椿，召集了多次群众会，村民死活都是
那句话：“我们除了种粮食，只会剥麻。”大竹是“中国
苎麻之乡”，当时苎麻行情尚可，麻农根本没有改麻
种椿的念头。

眼看场面陷入僵局，身为村组干部的冯仁平说：
“我来栽几亩给大家看看。”他向7户村民租下16亩
土地，驱车百里买回五千株本地红香椿树苗栽下，按
照技术要求悉心管护。第二年惊蛰节后，紫红鲜亮的
椿芽上市，竟然卖出了比苎麻翻倍的价钱，而且还省
下不少繁重的劳作。眼见老冯挣回大把现钞，村民们
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四处购买香椿根蘖
苗。一年多时间，村民们的房前屋后、沟上地头齐刷
刷栽满了原来大家不以为然的红油香椿。有两个租
地给老冯的村民找到他，要他退还承租地，老冯一
听，二话不说：“你们愿种这‘摇钱树’，租地我全退还
给大家。”现在，每年采收季节，除经管自己家三亩多
香椿外，老冯总是在走乡串户收购香椿，他早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香椿经纪人。

又是一个阳春三月，时任林业局局长唐勇来到

香椿基地调研，热闹的乡村小道上，村民们络绎不
绝，高兴售卖香椿的情景点燃了他的香椿产业梦想。

深入的调研坚定了唐勇对大竹香椿优势的认
识。香椿，别名椿天。在大竹已有五百多年的种植史。
他认为，大竹地处川东平行岭谷中北部，特殊地貌行
成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小气候，早春夜雨昼晴，非
常适合香椿生长，椿芽呈紫红色，光泽好、香味浓、芽
苔嫩，加之上市时间早，市场前景广阔。

很快，省市县齐心发力，一个依托基地建设和交
易市场发展壮大香椿产业的蓝图开始实施，在村民
期盼的眼神中，从县领导到村支书，在荒山地头栽下
一棵棵希望之苗。原林业局首次将本地优质香椿苗
移栽任务下达给乡镇林业站并要求限期完成，农林
部门担起了产业发展的推手，县里特设立香椿产业
发展中心，主任孙立说，全县产业基地化、种植规模
化已然形成。2009年，大竹县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

“中国香椿第一县”。现在，大竹过半乡镇、上百行政
村规模栽种香椿12万亩，规模化种植7万亩，扶贫解
困30个贫困村1.8万贫困户5.25万人，10余万农户
吃上了“香椿饭”，产业总产值超全国三成。大竹香
椿，成为一张叫响全国、含金量十足的靓丽名片。

从零星栽种到规模种植，大竹香椿完成了从成
林到成菜的华丽转身。一片丰产的香椿林，就是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融合的生命体，再次
向人们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
椿农告诉说，大竹香椿有今天，不能忘记高

级农艺师杨维纲的心血和付出。
清明节前一天，今春第二茬香椿陆续上市。

高级农艺师杨维纲来到新建村香椿基地，走在长
满紫红色香椿的树林中，他享受着与椿农交流的

幸福和愉悦。
今年73岁的村民李中福每次见到老杨，总是

感激不尽。多年前，老杨在进村帮扶中了解到，李
中福一家四口，两个儿子都患病残疾，家里只栽
了半亩香椿，就鼓励他种了四亩多优质香椿，手
把手教他科学管护，近十年来，李中福家香椿收
入平均每年超万元。

整洁的乡村水泥路上，迎面走来送卖鲜椿芽的
椿农们，热情和他打招呼，杨维纲总是给乡亲们说：
采完三茬香椿后，要尽快防控病虫害和矮化哦。在一
个院坝，村民冯圣刚正扛回一段长硕的椿木，原来，
他家正将椿树矮化。老杨说：“矮化和套种搞好了，香
椿亩平收益会增加，不要光看眼前的利益。”冯圣刚
表示赞同：“杨主任放心，我们坚决按技术要求矮化
密植。”

在老杨的指导下，椿树下套种羊肚菌、魔芋、黄
精等已推广近3000亩。

明年就要退休的老杨告诉说，他这一辈子最欣
慰的是跟香椿打了快二十年的交道。一旁的村支书
张定云感慨道：“老杨是名副其实的香椿专家。我们
香椿核心产区没有那块香椿林地他没留下足迹，没
有那户人家没有接受过他的技术指导，基层离不开
这样接地气的‘土专家’。”

老杨常说，香椿也要“品牌化”。为这件事。杨维
纲和有关部门同志前后奔波了两三年。功夫不负有
心人，大竹香椿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通过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论证，成为全国绿色农业“十佳”蔬
菜地标品牌。品牌响，效益升，大竹香椿种植户人均
香椿年收入达3500元以上，香椿成为第一特色经济
作物。

在老杨的一本工作笔记本里，我看到几张彩照，
十几年前在荒山坡地示范指导时，他还青春勃发一

头乌发，现在已是满头华发，他索性剃成光头。最美
的人生莫过于燃烧自己，点亮世界。岁月无声流过，
强农富民之路上，杨维纲用一头黑发换来数万亩香
椿成林，他无愧“全国最美农技员”称号。

脚踩泥土，头顶烈日。当无数个杨维纲在田间地
头为了群众的利益挥汗如雨，将无字的论文写在广
袤大地上时，那是乡村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三
市场就是机遇，平台放大效益。这是大竹香

椿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奥秘。
国道 210线大竹石河段的公路两旁，一辆辆

前来运输香椿的货运大卡车正在忙碌的装货，汽
车喇叭声、脚步声、人语声，和着早起春鸟的呼朋
引伴声，再现了“中国香椿第一县”客商云集、车
水马龙、交易火爆的繁荣景象，这样的盛况每年
要持续近两个月。

身材中等、发福微胖的胡诗全，手机从不离
手，不是接打电话，就是在注视手机上香椿报价
和货运信息。“我原本做活禽生意，偶然的机会发
现城里人太喜欢吃香椿了，就改行做起了香椿，
这一做就是近二十年。”老胡是这个香椿集散地
最大也是最早的贸易商之一。每年，他都会将 10
多万公斤的香椿销往华北、华东和华南20多个大
城市。在大竹县，像胡诗全这样专做香椿贸易的
经销商大大小小已逾50户。

在G65包茂高速大竹石河出口处不远，新启
用的香椿交易市场热闹非常，简洁明亮的车间
里，人们正在将一束束刚收购的鲜嫩香椿整理装
箱，一辆辆货运大卡静静的排队等候，椿农或背
或担，接踵而至送来带露的鲜芽，装满椿芽的农
用四轮车进进出出，浓郁的椿香弥漫飘散……

行走大竹看香椿，感受市场风口，我们欣喜看
到，通过链接新零售平台、电商平台和生鲜巨头，
传统的香椿销售方式已被破局，一出大戏正精彩
上演：供货盒马的大竹香椿实现了全程数字化管
控，成功挤进京东、美团、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借助
平台的渠道优势，貌不惊人的椿芽不仅销往全国
20多个省市，成为全国最大香椿产销批发市场，而
且还走出国门，销往韩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

作为大竹香椿行业协会的掌门人，刘成文并
未就此停步，他带领团队致力鲜活椿芽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已研发出香椿酱等6个
制品、20多种包装的深加工产品，远销 20多个省
市。他自信满满：“让原乡人留住香椿记忆，就能开
发市场；给异乡人植入香椿意识，就能放大市场。”

只要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一支站在风
口的椿芽，会停止起舞吗？

雨晴风暖，春色撩人。我徜徉氤氲的椿林，一
芽芽香椿娇嫩婀娜，晨光之中下流光溢彩，紫玉
般嫩叶仿佛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浓香扑鼻而
来，这是最为纯粹的春天味道。

蜀人东坡先生曾写《春菜》诗句：“岂如吾蜀富冬
蔬，霜叶露芽寒更茁。”多年以后，香椿的美味仍在他
的心中念念不忘，盛赞道：“椿木实而叶香可啖。”

如今，为了香椿那挥之不去的春之美味，一
些人把自己活成了根植于大地之上的椿树，他们
朴实无华，怀揣梦想，植根脚下这片沃土，默默耕
耘，终于在百花争艳的时节，向大地和天空深情
奉献“东风第一枝”，交出了令人钦佩的答卷，让
人们看到了这片土地更加美好的明天。

放眼丰饶沃野，回望锦绣乡村，我愿活成一
棵朴实的香椿，站出一树美丽的风景。

乡村香椿，香满春天。 （余隆海）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深水、
破难点、勇探索”！广元市决策者坚定信心，锚定
思路。今年以来，在建设铝基新材料产业现代化
体系上作出了一系列成功实践——

继今年 3月开工建设四川省最大再生铝项
目，4月27日，广元这块中国铝业新热地，再次迎
来高光时刻：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广
元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签约
14个铝产业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23.17亿元。

当天，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袁家坝铝产
业园区举行的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
广元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一心一院”）挂牌暨铝产业投资合作签约仪式，
让国内铝业界高度关注，共有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183家铝精深加工企业、19家物流贸易
企业、3家科研院校等200余家行业协会和事业
单位前来祝贺与共商合作。

打造现代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发展与之配
套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是重要关键抓手。“一心
一院”的成立，不仅对省内国内铝业影响深远，
同时对于广元建设中国绿色铝都、打造 1000亿
级产业集群、建强“四化同步”发展主引擎、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此外，“一心一院”的成立也让广元铝业产
业生态再次实现“腾飞与升级”。当天活动上，广
元还成功签约14个铝产业投资建设项目、总投
资 123.17亿元。广元市委书记何树平现场感慨

道：“今天的广元，已然成为铝基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新热土、新高地，条件越来越成熟、前景越
来越广阔，未来大有可为。热诚欢迎广大客商前
来共享广元发展新机遇！”

今年2月，广元出台的《广元市工业经济提振
行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指出：用三年时
间，初步建成中国绿色铝都；到2025年，力争形成
100万吨电解铝、100万吨外购铝锭、200万吨绿色
循环再生铝、500万吨铝精深加工能力，产值突破
1000亿元，加快打造四川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在建设中国绿色铝都、打造1000亿级产业集
群的开局年，广元此次亮出的“铝”途“密钥”有何讲
究与考量？在我省各地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关键时期，生动的广元实践又有何借鉴之处？

建立“一心”打造绿色铝都新地标
开启聚总部、聚资源、强支撑之新局

在当天的活动上，一号重头戏就是中国西
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占地
110亩，集货仓储、展示交易、物流配送、金融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极具现代特色。

“中心的诞生不仅为广元打造绿色铝都增
添了新地标，同时也让绿色铝都建设更具‘中国
范’。”一业内行业人士打探该中心后指出，中心
优势突出，如果说原来是一个人唱歌的话，现在
就是开始了大合唱。

一是具有较强便企性。中心建在园区各企
业门口，与企业联系更紧密更方便更快捷，这与
国内其他同类‘中心’相比极具竞争力。”二是具

有较强聚集力。中心构建的产业交易+集群“1+
N”生态圈，将形成供应链总部基地，从而推动
产业资源、资本、总部企业高效聚集。三是区位
优势突出。广元地处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
城市的几何中心，区位交通优势突出，为企业优
化供给、降低成本提供坚实基础。

此外，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的成
立在补充广元本地及全省铝业原料缺口、提升
铝产品贸易、推动产业延链补链上意义重大。

我省是原铝、铝材使用大省，但现有产能和
产量均不能满足自身用铝需求，年输入原铝、铝
材分别在 100万吨、120万吨左右，特别需要建
立贸易中心来补充原料缺口；而广元地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天（水）经济区对接区
域，可辐射川陕甘渝地区 1.8 亿人口的广大市
场，按照发达国家人均用铝 35kg 测算，未来区
域用铝市场铝锭外购需求量很大。

该中心的建立，让众多资本、企业青睐。当
天就有 9家国内知名贸易物流企业签约入驻，
并签下 210万吨铝锭、50万吨铝棒贸易货源供
需保障协议。

“‘铝锭贸易中心’是广元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战略部署最直接、最生动、最有力的市
场实践。”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域党委
书记、总经理荣南军坦言，该中心必将成为促进
大西部铝基新材料产业链有机整合、推动铝基
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交易平
台，为广元加快建设中国绿色铝都增强铝产业
资源供应、提供坚强专业市场支撑。

成立“一院”建强绿色铝都新动能
开启聚人才、聚科创、破瓶颈之大幕

“产品附加值较低，大多处于产业链与价值
链低端；产业集群人才尤其高水平科技人才匮
乏 ......”一直以来，创新不足与人才匮乏是制约
广元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重要短板。

为加速短板破题，近年来，广元决策者持续
展开努力探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深入
北京、安徽、成都等地借智、引智、聚智，聚力建
强绿色铝都新动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天活动上，广元还亮
出聚人才、聚科创、破瓶颈之重要“密匙”——成
立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该研究院坚持积极建立强大“后援团”。当
天还与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成都理工大
学、安微工业大学成功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方将
在项目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技
术支持，并联合开展科技攻关。

记者还了解，该研究院有一重要特点——侧
重应用技术研究，直接把实验放在企业车间，院
企互动更充分，产业助力更有针对性、更高效。

“我们将着力打造具备科学试验、金属性能
检测、项目研发、技术推广等完整的科研和技术
服务功能的综合性科研应用技术孵化平台。”广
元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研究院将以“创新引领、技术支撑、服务保
障、品牌提升”为目标，为广元铝工业提供全方
位技术支撑。 （下转2版）

5月4日，广安华蓥市在禄市镇
凉水井村“三红”党建馆广场举行

“青春华蓥.奋斗有我”为主题的庆
祝“五四”青年节大型活动，表扬在
各条战线涌现出的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团干部、五四红旗团支部、五
四红旗团委、十佳新青年、十佳青
年干部及在“争做新时代小平家乡
种树人”青年演讲比赛中冠亚季军
获得者。同时，还举行了优秀青年
集中入团仪式，进行了“弘扬五四
精神. 争做新时代小平家乡种树
人”青年演讲比赛决赛，展演了“青
春华蓥.奋斗有我”“青春华蓥再出
发”等励志性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文
艺节目。

邱海鹰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何金委 摄影报道

香满春天
——大竹县发展香椿记

华蓥华蓥：：青春飞扬青春飞扬 奋斗有我奋斗有我

“一心一院”铺就“铝”途新征程

中国绿色铝都：广元满弓竞发赢未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侯东

五粮液营收净利润
连续七年保持双位数稳健增长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杨波 侯云春）4月 28
日晚间，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粮液”）披露 2022 年年报及 2023 年一季报。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9.69 亿元，同比增长
11.72%；归母净利润266.91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 14.17%。数据显示，近三年，五粮液每年上跨
一个百亿台阶。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1.39
亿元，同比增长 13.03%；归母净利润 125.42亿元，
同比增长 15.89%。五粮液营收、净利润连续七年
保持双位数稳健增长。

年报数据显示，2022 年，五粮液酒类产品毛
利率为 81.88%，创历史新高。其得益于公司顺应
消费趋势变化，致力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产
品结构持续优化，持续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变为
高品质生活。五粮液产品持续优化产品体系，推出
个性化、高价值文化酒产品等，产品力稳步提升，
持续优化文化表达、渠道结构，品牌力、渠道力稳
步提升；而五粮浓香公司继续坚持“三性一度”“三
个聚焦”和大单品打造战略，产品体系持续优化、
产品动销再创新高，全年开瓶扫码同比实现两位
数以上增长。

2022 年，五粮液研发费用投入 2.36 亿元，同
比增长 32.90%；2023 年一季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0.76亿元，同比增长38.90%。

年报透露，如今五粮液创新平台体系更加完
整，新建成中国白酒风味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白酒
酿酒专用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创新平台
达到7个，引领行业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技术攻关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共同征集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技术、装备、产品

川渝共树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标杆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婕）日前，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联合下发《关于征集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先进适
用技术、装备、产品的通知》，面向川渝工业领
域，公开、广泛征集一批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
术、装备、产品，择优发布《川渝绿色低碳领域鼓
励推广应用的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2023 年
版）》，并将组织参加绿色低碳相关推广应用和
对接宣传活动。

此次征集范围聚焦川渝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及工业碳达峰重点领域，围绕钢铁、有色、化工、建
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先进材
料、医药健康等行业，重点征集节能、节水、资源综
合利用、减污降碳等四大方向绿色低碳先进适用
技术、装备、产品。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是工业发展的
“必选项”。《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了
明确目标：到 2025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四川将在此
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目标定为下降 14%。此次征
集活动，旨在加快两地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产
品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市场影响力和
品牌辐射度，引导全社会采用先进适用的绿色
低碳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促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低碳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阿坝州一季度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8%

四川经济日报阿坝讯（文华彬 记者 严
易程）5月 4日，记者从阿坝州经济和信息化局
获悉，今年一季度阿坝州(含两个“飞地”园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8%，比去年同期
增长16.7%加快3.1个百分点。

近年来，阿坝州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
各项惠企政策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系列帮扶政
策，充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促进了工业经济
提质增效。出台《阿坝州支持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加大金融支持、加
大贷款贴息、加大“小升规”培育、缓解企业短
期资金周转压力、鼓励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专
项支持，切实帮助工业企业纾困解难。出台《阿
坝州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目
前共认定州级企业技术中心 19户。同时，制定
落实相关意见积极推进中小微企业产业园区
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