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唐代“八大名茶”，到如今“世界金奖”——

北川苔子茶：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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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出台市委一号文件，绘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施工图——

“1+5+1”：绵阳这样迈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稳健开局：绵阳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5.25亿元探析

点击政策

好山好水出好茶。
眼下正是一年春茶采摘最好时节，走进绵

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盖头村羌茶部落，羌
山烟雨蒙蒙，山巅云雾缭绕，一颗颗翠绿的茶树
吐露着新芽，身挂竹篓的茶农们小心翼翼地采
下新鲜的茶叶，装进小小的茶篓，一幅幅唯美的
画面镶嵌在北川的青山绿水间。

植根优势，发掘优势。保存着全球同纬度最
完整生态系统的北川，近年以来，充分依托厚重
的种茶历史与独特的自然生态，建设茶叶产业
园，延伸茶叶产业链，全县茶叶产量突破 1000
吨，不仅成为北川特色种植的主导产业，而且成
为全县脱贫奔康的富民产业。

千年飘香——
从白居易笔下的“绿昌明”说起

作为四川省的传统产茶区，北川的茶叶种
植历史十分悠久。

在北川民间，茶树被称为“大禹门前树”，滋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川羌民。

据考，早在唐代，产于北川双潭（今通泉镇）
境内“龙潭子”的“绿昌明”茶，就成为当时的八
大名茶之一。白居易曾用“醉对数丛红芍药，渴
尝一碗绿昌明”这一诗意生活来描述这一彼时
的全国名茶。

千年飘香，茶韵悠长。在传承与创新中，目
前北川茶叶品种以全省第五个地方良种“北川

苔子茶”为主，名山 131，名山 213，福鼎大白，福
田 9 号等优良品种为辅，全县茶园良种化率
100%。目前共有“佛泉”“羌笛”“禹露”“九龙谷”
等 20余个茶叶注册商标。其中“羌山雀舌”分别
获得“四川十大名茶”及“四川名茶”称号，并入
选“天府七珍”“绵州九宝”。

特别是近年来，凭借北川独特的气候资源、
优良的品种资源、深厚的羌茶文化和得力的产业
支持，北川茶叶发展势头良好。2009年“北川苔子
茶”获得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2015年“羌
芝灵芽”获得世界绿茶金奖；2016年“羌笛”茶叶
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认定为“四川名牌”产品、“羌
芝灵芽”获得第二届亚太茶茗大奖金奖；2017年

“北川苔子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2019年，北川被列为省委、省政府现代农业“10+
3”产业体系30个茶叶重点县之一，“北川茶叶”获
得四川省优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擦亮品牌——
让现代化的种植技术提品质壮规模

以“做大产业规模、做强产品品质、做亮产
业品牌”为指引，近年以来，北川县委县政府相
继出台《北川羌族自治县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推
进方案》《北川苔子茶百年古茶树保护条例》等
扶持激励措施，特别是自县委政府将茶叶列为
北川羌族自治县精品农业产业以来，就累计投
入1.49亿元用于全县茶叶产业的发展。

以发展精品茶叶为主导产业，2020年北川
茶叶现代农业园区被认定为绵阳市级五星级农
业园区。该农业园区以苔子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范围的擂鼓、曲山、陈家坝、桂溪、都贯、白坭、
漩坪、禹里、通泉等 10个乡镇为基础，按照“一
心两带五园区”进行布局。如今，全县已种植茶
树8.45万余亩，年产茶叶产量突破1000吨，达到
1080吨。这当中名优茶达530吨，达到50%以上。

围绕基地建车间。在此基础上，北川重视茶
叶的加工生产能力建设，就地就近建设通风库、
冷藏库、烘干线等挑选整理、清洗烘干、冷藏保
鲜等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提高茶叶产品商品
化处理水平，园区就地初加工率达90%以上，并
相继开发出绿茶（茉莉花茶）、红茶、黑茶、黄茶
及白茶五大类60余个茶叶新品。

此间，北川还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科研单位
和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在茶叶
的选育、种植、管理、采摘和加工等方面持续不
断地给予技术支持。目前，北川成功进入四川省
茶叶创新团队示范县。

茶旅融合——
走“茶文化+乡村游”发展模式，既卖

产品又卖风光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是一年春茶时。
3 月 31 日，北川擂鼓镇盖头村茶叶主题公

园内一派喜气，北川第八届羌茶节在这里如约
开幕。古老的茶祭仪式过后，精彩纷呈的采茶、
制茶、斗茶比赛让人目不暇接。在开幕式上，来
自全国的客商就当场与北川的几家茶叶公司签
订了1380余万元的采购协议。

以茶兴旅，以旅促茶。近年以来，按照“农业
产业化、产业规模化、农旅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北川大力推进以擂鼓镇盖头山为核心的茶叶主
题公园、以曲山镇玉皇山村为核心的手工茶制
作体验园、以陈家坝镇金鼓村为核心的科技示
范园、以擂鼓镇南华村为核心的民俗风情体验
园、以都贯乡中心村为核心的古茶树保护园五
大特色园区建设，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茶旅融
合”发展之路，着力把茶园建成乡村旅游景点，
多途径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与村民增收致富，
一幅景美民富的乡村振兴画面徐徐展开。

下一步，北川表示将进一步地推进标准化
有机采茶园示范基地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加工
与生物工程等技术发展速溶茶、茶食品、茶饮
料、茶保健等精深加工产品，并以“北川茶叶”区
域公共品牌建设为切入点深耕市场，同时借力
北川成功入选天府旅游名县与成功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县，打造茶文化旅游节品牌，推进农
旅融合向更高层次迈进。

“大禹门前树，千年苔子茶”。北川茶叶，以
其独有的韵味，正香飘万里！

通讯员 邓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任毅 张宇

●突出新型显示、汽车电子、5G制造三大先进
制造业——

绵阳涪城区：
扎实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宇）围绕“工业挑大
梁、制造业扛大旗”这一战略谋划，近年以来，绵阳
市涪城区把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工业强区的
重要抓手，立足区域优势，聚力产业集群上档升级、
要素投入优先保障、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为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定位清晰，涪城区突出新型显示、汽车电子、
5G制造三大先进制造业，发挥数字经济引领作用，构
建“3+1”现代工业体系。引进总投资50亿元的惠科模
组项目，推动康宁玻璃基板、华拓光模块光器件扩能
项目等开工建设。龙头支撑强劲，总投资240亿元的惠
科第8.6代液晶面板项目点亮投产，2021年3月单月利
润有望超3亿元；依托区内龙头企业绵阳富临精工股
份有限公司引领汽车电子产业加快发展，2020年该企
业实现产值19.5亿元。

与之同时，涪城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进涪城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重磅推出聚力服务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优化营商环境“三度服务”20条措施，
常态开展银企“鹊桥会”、企业家座谈会、企业家“早餐
汇”、“四上”企业全覆盖走访，累计协调解决企业困难
问题1067个，化解率达91.2%。

●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总量稳居全市第一名——

绵阳高新区：
聚力打造高端制造业集聚区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宇）“全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107家、362
家，总量稳居全市第一；企业 R&D 投入占 GDP 比
重保持在 9%左右，稳居全国前列”。在不久前国家
相关部门权威发布的 2020 年全国 169 家高新区综
合排名中，绵阳高新区跻身全国前 50名，排名较去
年上升 4位，荣列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国家高新区
第一名。

据介绍，为推动形成业态高端、梯次衔接的大
企业大集团群体格局，绵阳高新区深入实施大企业
大集团培育“领航计划”，组建 22个工作专班，对长
虹、京东方、重汽绵卡等 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和关
联服务业开展专班服务，力争2021年全区4亿元以
上企业达 31 户，亿元以上规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达
295亿元以上。同时，按照“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
发展”模式，大力推动大中小企业联动发展，并加快
建设重汽配套产业园、新材料配套产业园、光电显
示配套产业园等三大类重点产业配套园区，不断提
升产业本地配套率，助推中小企业降低配套成本。

另一方面，绵阳高新区狠抓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锻造，积极引导京东方、长虹等重点企业突出抓好
核心部件、高端屏幕、基础材料等重要技术标准的
研究，积极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并深入
实施单项冠军企业培育“登峰计划”，力争全年认定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高成长型企业与行业小巨人
企业达10户以上。

●“中国美好生活城市”重磅揭晓！——

绵阳荣登中国十大“心仪之城”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张宇）4月23日，在成
都举行的 2020-2021年度“中国美好生活城市发布
盛典”，发布了中国美好生活城市十大“大美之城”、
十大“向往之城”、十大“心仪之城”、十大“舒适之
城”。其中，绵阳荣登十大“心仪之城”。

据悉，“中国美好生活城市发布盛典”依托全球
最大规模的民生感受型调查——《中国美好生活大
调查》的数据，经模型计算得出评价结果。这项调查
已经持续十五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
心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该调查活动以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价值维度，下设 21 项分级指
标。获奖城市得分都是各自城市居民用自己的感受
来做评价，体现了“时代出卷，政府答卷，人民阅卷”
的核心理念。

另据介绍，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唯一
科技城——绵阳，素有“富乐之乡、西部硅谷”的美
誉，享有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等
多项殊荣，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首破3000亿元
大关，达到3010.08亿元，成为我省首个经济总量突
破3000亿的地级市。

●以总评分92.4的成绩位列全国第58位——

绵阳平武县成功入选“2021年中
国最美乡村百佳县市”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张宇 通讯员 胡宇）
日前，记者从绵阳市平武县委宣传部获悉，近日，

《小康》杂志社发布了“2021 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
市”榜单，平武县榜上有名，以总评分92.4的成绩位
列全国第58位。

“2021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市”榜单的发布，涵
盖了除直辖市所含区与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国
2757个县域行政单位，实现全域覆盖排榜。榜单以
网络大数据、县域专题调研、社会公众态度和专家
评审综合测评得出。

近年来，绵阳平武县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因
地制宜，坚持“全域规划、突出特色、龙头带动、联动
推进、全域覆盖”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以平武绿茶、
平武核桃、平武中药材为支柱产业；平武大红公鸡、
平武黄牛、生态黑猪、平武食用菌和高山蔬菜为跨
区域产业的发展格局。同时，以塑造生态美景为核
心，加大生态修复及传统村落保护力度，大力实施
乡村文脉保护，传承民间艺术、民俗活动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把乡村生态环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人
文基础相结合，打开平武乡村振兴的又一扇门。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在“十四五”的第一个春天，绵阳经济稳健

开局：全市第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5.25
亿元，同比增长1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个
百分点。

“全市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经济循环日
益畅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市场预期不断改
善，总体呈现稳步向好的态势。”在 4月 21日举
行的2021年一季度绵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绵阳市统计局局长贾智艳如是表
示。

透过这一数据，可以读出哪些变化，看到什
么趋势，记者为此第一时间进行采访探析。

●看定力 >>>
三次产业总体呈现“加快恢复，稳步

向好”的良好态势

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第
三产业加快复苏，财政金融运行良好……

在日前绵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一
季度绵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绵阳市相关负责人如是表示。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绵阳第一产业增加值
61.44亿元，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4.1%；第二
产业增加值 270.97亿元，增长 15.2%，两年平均
增长 6.5%；第三产业增加值 392.84 亿元，增长
19.7%，两年平均增长 8.5%，全市经济总体呈现
出“加快恢复，稳步向好”的良好态势。

“农业稳，则底气足”。坚持粮食稳定增产和
生猪产能恢复效益提升“两手抓”，今年以来，绵
阳持续加快产粮大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

平，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只增不减，播
种面积达到 604.3万亩以上，总产量达到 232万
吨以上。在稳定生猪恢复生产方面，绵阳出台

《绵阳市生猪产业发展纲要》，提出将全力打造
“绵阳生猪”品牌，并表示力争今年生猪出栏量
达到350万头。

农业生产从高产优质到优质高产，种业是
其源头和“芯片”。绵阳种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突出，特别是生猪育种、粮油制种和蔬菜良繁在
全国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为此，绵阳提
出将以生猪种业为核心战略突破口，以粮油、蔬
菜两大传统优势种业为支撑，形成以生猪、粮
油、蔬菜三大种业为主导，以牛羊、家禽、中药材
等特色潜力种业为补充的种业发展格局，通过

“强主体、聚人才、创机制、优环境、建平台”，将
绵阳建设成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
种业强市和国家区域畜禽（生猪）种业创新中
心。

●看支撑 >>>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7

个区域中心城市中排名第1

在工业经济方面，一季度绵阳六大重点产
业均实现正向增长，同比增长 26.7%，较去年同
期提高 30.8个百分点。其中，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汽车均保持着30%以上的高幅增长，分别达
到37.5%、34.4%、30.2%。

而企业的产销率与盈利率在此间也得到大
幅提升，全市35个行业大类中30个同比实现增
长，增长面为 85.7%。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销率高达 97.4%。仅 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就实现营业收入 510.66 亿元，同比增长

40.4%，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25.0%，两年平均
增长 11.8%；实现利润总额 17.53 亿元，增长
161.2%，两年平均增长20.9%。

据悉，1—3月，绵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7.3%，高于全省1.8个百分点，较去年同
期提高 18.8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 2，在 7个
区域中心城市中排名第1。绵阳市经信局总经济
师韩锡民在接受采访时称，总体来看，今年一季
度，绵阳工业经济主要呈现出“产业整体回升、
企业加快发展、产品产销良好、效益显著提高、
保障坚决有力”五个特点。

“企业如鱼，环境似水”。为助力企业发展，
绵阳近年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特别是
在探索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服务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五专机制”，在去年年底入选国家发改委
编撰的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报告，
成为我省唯一入选案例向全国推广。

尤值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以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牵引带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绵阳
组建了市县两级 35个支持 10亿元以上工业企
业发展工作专班，并在推行“一线工作法”中精
准帮助企业扩产上量。环境给力，一季度全市
139 户 4 亿 元 以 上 重 点 企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29.8%。其中，中国重汽绵阳分公司今年一季度
更是保持着 265.5%的高幅增长，较去年提高
281.7个百分点，成为助力绵阳汽车产业的重要
引擎。

●看后劲 >>>
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压舱石作用，坚

持以“项目投资强势”换取“经济发展强势”

项目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

的重要载体。
在进一步谋深做实“投资唱主角”这篇大文

章中，3月29日，绵阳12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这批重点项目涵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
生等领域，总投资近 472亿元，计划年内完成投
资158亿元。这当中，产业项目64个，总投资272
亿元、占比达 58%，计划年内完成投资 89亿元。
按投资规模划分：10亿元以上项目 12个，总投
资 245亿元，投资总额占比 52%；1-10亿元项目
58个，总投资202亿元，投资总额占比43%。

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在继去
年完成投资 1019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110.7%的基础上，绵阳表示今年将在聚焦重点
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促投资中，重中之重
地抓好31个省重点项目和294个市重点项目的
建设，确保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
达到10%以上。

据悉，今年一季度，绵阳继续逗硬落实《抓
项目促投资 19 条硬措施》，充分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全市
325个独立实施的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6.4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 25.9%，占一季度计划完成
投资额（117.1亿元）的133.5%，一季度全市全社
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长19.9%。

按照“签约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投产
一批、储备一批”的这一既定谋划，绵阳表示今
年将进一步坚持“一把手”带头招商制度，特别
是围绕“两新一重”以及“686”现代产业体系，力
争全年引进 5亿元以上项目 80个，实现国内省
外到位资金 660 亿元以上，用“项目投资强势”
换取“经济发展强势”，为推动绵阳高质量发展
积蓄新的动能。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任毅 张宇

4月24日，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学高峰论坛暨首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正
电子药物制备中心落成仪式在绵阳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宪庚等三位院士以及
来自全国核医学界的专家学者等参加。

据悉，医用回旋加速器是非常重要的高端核医学装备，既可用于PET—CT的
癌症早期诊断，也可用于癌症的治疗。此前，该技术和产品长期受到欧美等国家垄
断，我国相关设备全部依赖进口。当天推出的医用回旋加速器，由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孵化的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首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正电子药物制备中心落成，标志着
我国核医学高端设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核医学发展史上
有里程碑意义。”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李思进在通过视频致辞时如是表示。

另据介绍，依托绵阳独特资源优势，绵阳正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国家核医疗健
康产业基地，加快把绵阳建设成为核技术应用产业创新高地。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任毅 张宇 通讯员 赖杰 文/图）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任毅 张宇）为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日前，绵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一号文
件”共1.2万余字，共七个部分，形成“1+5+1”框
架结构，绘就了绵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开启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总目标”与“施
工图”。

据介绍，第一个数字“1”，即《意见》提出的

总体目标是，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604.3
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达到 232万吨以上，力争
生猪出栏量达到 350 万头，夯实全国种业强市
基础，全市农民收入平均增幅继续高于城镇居
民和全国全省农民收入平均增幅。脱贫攻坚成
果持续巩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启动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乡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第二个数字“5”，即为绵阳对标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目标，
绵阳“三农”领域必须紧抓的 5项硬任务：一是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二是突出抓好粮食生猪生产，保障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三是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升
农业现代化水平；四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五是纵深推进农业农村改
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第三个数字“1”，则是《意见》明确提到的要
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认真落实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健全乡村振兴考核
落实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现代农业园区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就此，绵阳提出 2021年，将重点支
持梓潼、三台争创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积极争创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加大游仙、江油省级种业园区培育力
度，全力推动涪城、安州省级农业园区晋级升
星，支持盐亭、梓潼农业园区创评省星级园区，
推进平武、北川农业园区纳入省级培育体系，认
定市星级现代农业（含林业园区2个）园区10个
以上。同时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6+10产
业体系，实施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推进特色产业
村、产业强镇、产业集群、特色产业优势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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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医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首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在绵阳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