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论道”。
川内各行业专家在围绕“三大强州战

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
“论道”如何整合优质服务资源服务凉山中小
企业，推动凉山工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四川省工业和
信息化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胡松为从新型
工业化的演进与理论体系、四川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重要举措以及四川省工业和信息化研
究院如何服务于新型工业化等方面一一道
来，精彩报告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科技创新如何更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四川振兴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产研
院科技服务部部长李恒的独到见解，让大家
对科技如何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的
认识。

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其关键技术
与解决方案有哪些？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李世超博士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存
在的挑战与机遇、关键与解决方案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解读。

“5G技术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李渝从 5G技术给装备制造带来的行业变革、
应用场景分析、联通案例及优势等方面给出
了“答案”。

随着“双碳”目标稳步推进，重点行业企
业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备受市场关注，开发新
技术、加强数字化等途径成为企业投入的主

要方向。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工程师
刘阳，为州内企业如何统筹推进节能增效与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川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专家的工作涵
盖了马铃薯种薯繁育与生产、科技研发与创
新、成果示范推广、技术培训与服务、科技人
才培养等各环节，形成了推动马铃薯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研发创新+成果示范推广+技术
培训+人才培养”的有效闭合。四川布拖马铃
薯科技小院专家、四川农业大学余丽萍的经
验分享实操性极强，让现场的中小企业家收
获颇多。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中小企业如
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都敏道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明围绕着4个关键词，结合
自己经营企业和辅导工厂的经验，为中小企
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本。

凉山州农产品资源丰富，州内有众多从
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的中小企业，食品行业
的最新热点、行业的发展趋势、最新技术等都
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凉山农产品深加工潜力巨大。”川省食
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功以《聚焦食品科技创新 助力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题，专业解析食品技术创新的
实现途径和关键技术，指出了四川在“十四
五”期间食品技术创新的方向，为在场的中小
企业家们带来了新的“启示”。

当前，食品工业已进入“科技+市场”双轮

驱动发展时代，食品加工制造、营养健康、生
物工程、智能装备、质量安全成为我国食品产
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食品企业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尤为重要。四川大学轻工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何强以《食品加工中的
创新成果转化》为主题，为凉山州内食品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带来了新思路。

如何加强对药食同源中药资源的研究和
开发，怎样促进其产业化？成都中医药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饶朝龙表示，药食同源产
品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前景广

阔，但产业链短板也较为明显，急需系统提高
与优化。只有产业各环节协同发力、强化基础
研究、建设产业链、提高质量、培育品牌，食药
同源产品产业才可能真正发挥潜力。

以“期货工具助力中小企业管理市场风
险”为主题，倍特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东
在论坛进行了分享。

金句频出，“干货”满满。围绕“三大强州
战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
这场“高端局”，让凉山中小企业创新与高质
量发展的“前路”，清晰可见。

这，是一场凉山中小企业
的盛会。

2023 年 9 月 27 日 至 9 月
28 日 ，以“ 整 合 优 质 服 务 资
源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为主题，围绕“三大强州
战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论坛在凉山州西昌市
召开。

行业专家、学者、凉山中小
企业家齐聚于此，围绕着凉山
工业强州、农业强州、文旅强
州“三大强州战略”，共同探讨
中小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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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过系列重要指示，早在 2018 年 10 月，他就
指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围绕“三大强州战略”——促进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所探讨的，正是凉山中小企
业发展的“前路”。

从数据看发展：截至2022年，凉山州累计
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4家，申报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家，通过经济和信息化
厅审核2家（待国家认定），认定创新型中小企
业 13家，在支撑凉山工业经济稳步增长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2023 年上半年，凉山实现民营经济（个
体、私营）增加值 512.89亿元，占GDP的比重
为 50.7%，同比增长 6.1%，拉动全州经济增长

3.1个百分点，占据了全州经济的“半壁河山”。
其中，中小企业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它们不仅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更是激励
创新、带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生力军”，是凉
山经济的新引擎、新动能，是以自主创新为根
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

凉山中小企业发展的“春天”，已悄然而至。
作为凉山中小企业的坚强后盾和重要支

撑，凉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全力支持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完善和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体系，支持引导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
展之路，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
具有凉山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强州贡献更大
的经信力量。”凉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
书记、局长朱国政在论坛上铿锵有力的话
语，道出了凉山经信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的坚
定信心。

怎么做？全力以赴，破局而立，向新而生。

加大政策扶持，大力推动优质企业梯度
培育。按照《促进全州经济加快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凉山州支持工业发展十条政
策》等，积极参与“珠峰攀登”行动和“贡嘎培
优”计划，大力培育并申报领航企业、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企业、“小升规”企业，在省级
奖励资金的基础上匹配一定的州级资金予以
激励；对中小微企业在融资、技术、创新、培训
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按照有关规定兑
现落实升规入统激励奖补政策，提振企业对
政府的信心。

抓好暖企助企，有效破解企业发展难
题。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对接，聚焦要素保
障等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利用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机构，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开展政策宣讲、融资贷款、技能培
训等各类活动，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管理能
力、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品升级，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

和创新发展。
强化赋能影响，扎实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大力
实施龙头骨干企业引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行动。加快培育、筛选一批合格的数字
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以“数字化+金融+市场
主体+政府服务”方式推进企业信息化和网络
化，为中小企业提供全过程、一站式、平台化
服务，为中小企业“赋智、赋值、赋能”，助力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开展校企合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深
化校企合作交流，推动产教融合。凉山经信将
继续联合西昌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校
企合作对接，围绕凉山工业高质量发展和新
型工业化，开展就业创业对接招聘等活动，通
过与高校之间的技术研发、科研成果推广、人
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实现校企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
共同发展。

围绕“三大强州战略”

凉山：专家学者献良策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将围绕“三大强州战略”——促进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成果落地，让蓝图
成为现实？

论坛上，驻西昌企业和科研院所、西昌学
院和科研院所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

各方将围绕凉山工业高质量发展和新型
工业化，开展就业创业对接招聘等活动，通过
与高校之间的技术研发、科研成果推广、人才
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实

现校企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共
同发展。

“我们将通过论坛，搭建一个校企技术与
市场需求对接的平台，让企业家和高校科研工
作者能够面对面交流，促进校企合作，实现双
赢。”作为凉山人才培训的基地，西昌学院立足
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培养“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前
已为地方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近20万人。

其与凉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共同主办围
绕“三大强州战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论坛，就是要用“智慧”，为凉山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开路”。

正如西昌学院党委书记彭正松所言，当
前，凉山州正深入推进“三大强州战略”，平台
的搭建，将为企业找到更多合适的学校合作
对象，以创新的技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
凉山建设经济强州贡献力量，共同推动凉山

州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四川振兴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吴定华在论坛上表示，将以此次
论坛为契机，紧紧围绕凉山州特色产业、资源
能源、文化旅游等核心产业，重点开展科技研
发合作，产业基金合作，增长点培育合作，并
购重组合作，共建智库合作，赋能凉山州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陈国盼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专家论“中小企业发展之道”

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共同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开幕式现场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大合影

研讨交流现场

西昌思奇香产品生产线

现场签署合作协议

西昌市正中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包装线

生产线上的好医生康复新液

（本版图片由凉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