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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黄小芹 记者 张宇）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作
为全市“以工代赈”工作牵头部门，绵阳市发改
委把握政策变化，提前储备项目，狠抓项目管
理，确保赈济效果。2021年，全市申报的 19个以
工代赈项目100%通过省级遴选，累计获国、省资
金 6181.27 万元，超过“十三五”期间资金总量，
居全省前列。

“以工代赈主要是通过组织动员项目所在
地低收入群众就近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

酬，代替直接发钱发物，激发内生动力。”绵阳市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解释。

把握政策变化，谋定而后动。绵阳积极组织
各县（市、区）从带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帮助群
众就近务工、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等方面，在农村
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中小型公益
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储备了一大批投资规
模小、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单、务工技能要
求不高的项目，随时做好申报准备。

以工代赈工作重点在农村，关键在群众。该
负责人表示：“我们在谋划申报项目时，注重将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以工代赈项目+农业
农村产业发展+企业合作’四者有机结合，进一
步增强‘以工代赈’造血功能。”

随着赈济方式的多样化，“以工代赈”政策
的内涵不断丰富。在项目建设中，组织当地群众
参与工程建设，针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特殊困
难群众，设置相应特殊劳动岗位，保障群众实现
就地就近就业，通过以工代训和就业培训，不断
提升群众劳动技能和农业生产技术，扶志又扶
智。

项目建成后，绵阳将着力构建“龙头企业+

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开展资
产折股量化分红，壮大集体经济，有条件的地方
设置巡路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确保低收入
群众能就业、有收入。

初步测算，今年绵阳“以工代赈”项目将提供
短期就业岗位 1000余个，发放劳务报酬 1000万
元以上；项目建成后，通过资产折股量化分红，每
年将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近百万元，同时创造
30余个公益性就业岗位。截至 7月底，全市 2021
年各批次“以工代赈”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累计
完成投资1800万元，发放劳务报酬240万元。

“陈家坝村聚居点‘三代办’的做法值得我
们借鉴。”“红岩村的产治融合很有特色。”近日，
通江县召开全县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片区流动现
场会，陈河镇、青峪镇、新场镇、涪阳镇亮出“成
绩单”，与会人员一边观摩一边讨论。

今年以来，通江县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
以“两项改革”为牵引，以关键领域为突破，不断
壮大基层组织新队伍，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路
径，着力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为实现城乡高效
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打下了坚实基
础。

抓什么——
从“任务清单”到“对标验靶”

“以前这里乱得很，老远就是一股臭味。”走
进涪阳镇涪阳坝社区的农贸市场，张大姐正忙
着打理摊点上的蔬菜，“现在管理规范，我们的
生意好多了。”

涪阳坝社区有常住人口 2.8万人，多年来，
集镇农贸市场垃圾成堆、臭水污水乱倒、摊位乱
摆、车辆乱停的现象常年为老百姓所诟病。有一
个像样的农贸市场成为社区居民最大的需求。

民之所盼，“治”之所为。去年底，涪阳镇将
集镇农贸市场改造纳入基层治理任务清单，通

过企业投资、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其进行拆旧改
建。如今，已规范设置固定摊位68个、临时摊点
30个，开放门市 25个，公共厕所、垃圾清运、污
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涪阳镇探索

“政府监管+企业专管+社区助管”新模式，实现
了整个农贸市场环境提质、管理提效、服务提
能。

如何让乡村治理不散光、不脱节、有后劲？
涪阳镇农贸市场整治成为全县基层治理工作的
一个样板，也让各乡镇与会人员领会到了“真
经”：一张任务清单抓总，一个专班专人推动，一
次对标验靶闯关，可以倒逼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怎么抓——
从“点上出彩”到“面上开花”

陈河镇陈家坝村聚居点是 2010 年灾后重
建安置点，住着来自不同村组的58户196人，但
他们大多常年外出务工，在家的都是“三留守”
人员，村民办事难、融合难、增收难成为该聚居
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陈河镇针对问题“靶向施策”，整合天
坪岗、陈家坝、老鹰嘴“三村合一”资源，积极发
动党员和热心村民，每 10户左右落实 1名民事
代办员、人房代巡员或购销代理员，为老百姓代

缴养老、医疗保险、水电气费、看管房屋以及农
产品外销、物资代购等，让外出村民能够放心，
也让留守人员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除此之外，青峪镇在集镇治理中，坚持支部
主导、自管委主管，创新实施线缆进地、车辆进
场、摊贩进位、垃圾进箱和违反各项规章、居民
公约、正反面典型的“四进三公示”制度，实现了
集镇由“乱”到“治”的规范管理。

新场镇红岩村则以产村相融为目标、以创
建“田园党建”品牌为抓手，探索“一个基地一个
党小组、一项产业一支服务队、一个小组一个先
锋岗、一户农民一条就业路”乡村治理模式，实
现了组织建在园区、服务落在园区、党员赛在园
区和农民富在园区，为乡村振兴探寻了有效路
径。

“‘点上出彩’只是路径探索，‘面上开花’才
是终极目标。”通江县城乡基层治理办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通江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四张
任务清单”，先后打造“十项微改革”相关示范点
位76个，创新设立振兴治理专干364名，组建村
（社）公道会、志愿服务队、道德讲堂、家风馆等
自治组织 400余个，因地制宜探索有效机制 20
多项，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00
多个，乡村治理得到全面推进。

杜文龙 李燕林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何菊

近年来，西充县围绕现代农业“6+3”产业
体系，深入实施 50万亩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基
地项目建设，包括建设粮油基地、柑橘基地、
香桃基地、香薯基地等。其中，“二荆条”辣椒
产业基地达5.6万亩。

“二荆条”辣椒是川菜不可缺少的调料，
是火锅底料、豆瓣酱等调味品的主要原材料，
一直受到省内外食品加工企业的青睐。因此，
西充县将“二荆条”辣椒作为该县大力发展的
特色农业产业之一。

提升量质
“二荆条”年产值近3亿元

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在政府引导下，西
充县成立了一批“二荆条”辣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农村专业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带动群众规模化种植“二荆
条”辣椒，实现增收致富。截至目前，该县已在
莲池、太平、大全、仙林、古楼等10多个乡镇建
成了“二荆条”辣椒产业基地5.6万亩，成立辣
椒种植专业合作社40多个，年产值近3亿元。

西充县永康生态辣椒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斯猛是一名有着几十年“二荆条”辣椒育
苗、种植、销售、加工经验的“土专家”，在西充
多个乡镇发展“二荆条”辣椒订单种植。他提
供种苗、技术，种植大户负责种植，带动种植
大户和群众共同增收。

“辣椒这种作物长期栽种会使品质下降、
口感变差，所以需要不断培育新品种、提纯复
壮。”斯猛解释，提纯复壮是指采用适当的选
种措施，结合除杂去劣，恢复其原来的优良品
质。

斯猛说，西充“二荆条”辣椒之所以能够保
持高品质，得益于该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农技
专家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本世纪初，“二荆条”
种植农户减少，提升产量和品质成为经作站的
重要课题。为此，西充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高
级农艺师赵洪斌等农技专家坚守了16年。

“西充‘二荆条’同别的辣椒品种、别处种
植的‘二荆条’有着本质区别。西充‘二荆条’
椒角细长，椒尖有‘J’形弯钩，具有皮薄、肉厚、
色艳、籽少等特点。要维持这个特点，就必须
保证品种的纯正。”从 2005年开始，赵洪斌和
同事便对西充“二荆条”辣椒进行提纯改良。

“2010年优选出 4个单株，2011年将 4个单株
种了 2块地，淘汰了 2株，最后收获了可用于
第二年良种繁育的纯种。”赵洪斌说，这些纯
种，维持着西充“二荆条”辣椒的“嫡系优质血
脉”。

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品质的改良仅是“二荆条”辣椒内在质量
的提高，将其精深加工成中、高端产品，是“二

荆条”辣椒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
“我们的‘二荆条’辣椒品质较好，以此作

为原材料加工的辣椒产品具有生态、色鲜、味
美的特点，深受消费者青睐。”斯猛介绍，经过
精深加工，“二荆条”辣椒被制成泡椒、剁椒、
辣椒酱等系列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成为抢
手货。为了促进销售，他不仅创立了品牌，还
通过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将产品销售到省
内外。

“湿辣椒 1公斤 5元，干辣椒 1公斤 56元，
通过加工后的普通剁椒一瓶 18元，礼品辣椒
一盒 130 元。我们一年要加工‘二荆条’辣椒
500多吨，产值达600多万元。”斯猛说，通过精
深加工，“二荆条”辣椒的价值获得极大提升。

其实，在西充将“二荆条”辣椒进行精深
加工的企业还有很多。据了解，为了延伸产业
链条，提升“二荆条”辣椒价值，在西充县政府
积极招引之下，四川省老庄味业食品有限公
司、遍地红辣椒开发有限公司等一批辣椒加
工企业纷纷落户西充，建设加工厂，“二荆条”
辣椒被加工成油辣椒、泡椒、豆瓣酱、剁椒、辣
椒酱等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从2012年开始，在西充县多扶镇建
起了加工基地。”四川省老庄味业食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基地占地1100亩，有可
一次性晒2万吨豆瓣酱的晾晒基地，年产值可
达4000多万元。

李同周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文/图

今年1-7月
成都外贸同比增长13.9%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近日，记
者从成都海关获悉，1-7月成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 4402.2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13.9%，占
四川进出口总值的 87.7%，其中，出口 2511 亿
元，增长 17%；进口 1891.2亿元，增长 10.1%。总
体而言，成都外贸内生动力有所增强。

其中，1-7月，成都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2865.8亿元，增长 5.8%，占成都外贸总值的（下
同）65.1%，比去年同期下滑5个百分点。以一般
贸易方式进出口 669.3 亿元，增长 27.6%，占
15.2%。

数据显示，美国、欧盟和东盟为前三大贸易
伙伴。1-7月，成都对美国进出口 1100.4亿元，
增长 28.3%，占 25%；对欧盟进出口 899.9亿元，
增长 16.6%，占 20.4%；对东盟进出口 850.8 亿
元，增长2.5%，占19.3%。

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持续
增长。1-7月，成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 1326.8亿元，增长 8.9%，占 30.1%，其中，进出
口值排名前 3的分别为越南（474.7亿元）、马来
西亚（226.6亿元）、以色列（99.3亿元）。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较快。1-7
月，成都民营企业进出口 882.5 亿元，增长
40.1%，占 20%，比去年同期提升 3.7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305.3 亿元，增长 9.1%，
占 75.1%。国有企业进出口 212.4 亿元，增长
4.9%，占4.8%。

机电产品占进出口主导地位。1-7月，成都
出口机电产品 2268.1亿元，增长 15.2%，占同期
成都外贸出口总值的 90.3%，其中，笔记本电脑
690.8亿元，增长16.9%；集成电路526.6亿元，下
降 6% ，占 21% ；平 板 电 脑 433.1 亿 元 ，增 长
14.5%。

此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110.1亿元，增
长 34%；农产品 13.6亿元，增长 28.7%。同期，成
都进口机电产品 1752.2 亿元，增长 8.9%，占同
期成都外贸进口总值的 92.7%，其中，集成电路
1348.1亿元，增长11.2%。

我省首次实现生物制品保税
物流模式通关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近日，成
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保税仓库
迎来四川省首票通过保税物流模式进口的生物
制品——Grifols（基立福）公司的人血白蛋白 2
万余瓶，标志着成都成为国内继北京、上海和广
州后第四个具备生物制品保税进口服务能力的
口岸。

据悉，该产品通过中国国际航空货运服务
体系，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登机搭乘国航运抵
成都，经过双流机场口岸严格的预防性消毒程
序后，最终顺利运抵天府国际生物城公用型保
税仓库。

在通关过程中，成都海关提供了全流程通
关政策指导。货物将在保税仓库内海关保税监
管状态下，通过口岸药检的指定机构四川省药
检院，完成药品检验和批签发，在准予上市销售
后再完税报关进入国内市场。

据介绍，该种方式不仅缩短生物制品在口
岸通关时间，也大幅减轻进口企业在等待批签
发过程中的关税负担，是跨国企业生物制品进
口的常用方式。

“比起一般物流进口，保税物流进口具有延
后完税、缩短口岸报关时间、复运出境快捷三大
优点。”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供应链服务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生物制品上市销售需要经
过药监局批签发，这一时间通常在2-3个月，而
保税物流进口可以完成批签发后再完税，大大
减轻企业负担。同时，由于口岸报关时不需要完
税，且保税仓库仍然是在海关监管区域，大大加
快了报关速度，从而减少在口岸报关时间，减少
存放时间过长给生物制品带来的风险。此外，保
税仓库可以暂存需向其他国家转运的货物，且
大大减少进出口手续。

“这是生物城供应链服务中心自建成以来，
又一个大型跨国制药企业依托生物城供应链服
务体系从成都口岸通关的生物制品，既代表着
跨国公司对生物城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仓储和服
务能力的认可，也体现了对成都通关能力和生
物制品检验能力的认可。”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供应链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速打造高品质锂电池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

长虹新能源绵阳锂电项目
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李桥臻 记者 张
宇）记者近日从长虹公司获悉，长虹三杰新能源
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长虹新
能源绵阳锂电项目，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
阶段，9月开始试生产。

长虹新能源绵阳锂电项目属省级重点项
目，位于高新区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计划投资
19.58亿元，项目于 2020年 4月 18日开工，2021
年 1月 27日完成主体封顶。记者在长虹新能源
绵阳锂电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对锂电池
重要组成部分——极板制造设备进行安装作
业。该项目目前有两条生产线正在同时进行组
装，两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将实现年产1.3亿只
锂电池，实现产值10亿元。

“项目总共投资四条线，在 10月底设备就
会全部到位，整个四条线将全部完成。”四川长
虹杰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春松介绍
说，“该项目力争2021年底实现产能完全释放，
2022年底实现年产能2.6亿只的目标。”

“我们会加快项目投产，投产后订单将会实
现满产满销。”杨春松说。据介绍，该项目主要研
发生产锂离子电池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电动工
具、电动自行车、低速车、平衡车等领域，着力打
造高品质锂电池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

资阳加快推进中央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项目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记者 汤斌）8月 16
日，记者从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截至目
前，该市中央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资金支持
项目已有 6个项目竣工验收并投产，累计完成
投资7640万元，获得支持资金2961万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央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项目建设，该局建立强效工作推进机
制，定期开展现场督导，研判项目实施情况，协
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竣工项目及时开展验收
并投产，形成有效应急医疗物资保障能力。其
中：乐至贵均“医疗防护物资生产线项目”形成
日产口罩110万支及日产核酸检测专用棉签50
万支能力；四川超迪电器“新建红外体温计生产
线项目”形成日产额温枪 2000支能力；四川通
世达生物“改扩建消杀类产品生产线”形成日产
酒精 2吨、84消毒液 7吨的生产能力；四川凯润
电器“臭氧消毒机的研发与制造项目”形成日产
臭氧机 50台能力；四川外交家酒业“酒精消毒
液技术改造项目”形成日产消毒酒精 1.5 吨能
力；四川省伟宙纤维制品“医疗防护物资生产线
项目”形成日产口罩 29万支及熔喷布 6.5吨生
产能力。

资阳4个产业园区入围“园保贷”
争取到省级财政补偿金1230万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记者 汤斌）8月 16
日，记者从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该市充
分利用省级财政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截至今年 7月，该市已有 4个产业园
区入围四川省产业园区“园保贷”项目园区名
单，为该市园区争取省级财政补偿金 1230 万
元。其中高新区530万元、雁江区工业集中发展
区 300万元、安岳经开区 200万元、乐至经开区
200万元。

据介绍，该市各园区按省财政补偿金额1:1
比例筹集园区补偿金，形成共管账户，银行对补
偿金总额 10倍放大后对园区企业提供贷款支
持，总计可为企业提供2.46亿元“园保贷”资金。

目前，该市高新区“园保贷”已为鸿政博恩
口腔、牙易在线网络、精工机械、越阳建设 4户
企业提供3000万元贷款；乐至经开区“园保贷”
为四川天翔食品放贷 200万元；雁江工业集中
发展区“园保贷”拟为牧歌食品办理 1000万元
贷款、为花瑞实业办理 150 万元贷款；安岳县
200万元“园保贷”补偿资金调拨文件已到县财
政，已有 4家企业正与相关银行就贷款利息进
行谈判。

据了解，“园保贷”是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省财政厅为支持产业园区企业发展，缓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联合省内各产业园区推
出的政策性信贷产品，具有流程简单、审批高
效、风险可控、费率低等特点。

在“园保贷”项目体系中，省财政和产业园
区出资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贷款发生损失后，
合作银行、省财政和园区之间按一定比例分担。
合理的风险担保机制减少了对抵押物的要求，
同时还降低了资金利息，也极大缩短了贷款审
批发放周期。

下一步，该市将围绕争创一流营商环境持
续发力，强化政银企合作关系，推动金融服务形
式创新，帮助已入围“园保贷”项目产业园区争
取更多“园保贷”省级财政补偿资金，实现全市
园区“园保贷”全覆盖。

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确保赈济效果——

绵阳今年以工代赈项目将提供千余个就业岗位

通江县：“现场验靶”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

西充县：“小辣椒”撑起“大产业” 我省将强化城市内涝防范治理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记者从四川
省住建厅了解到，近日，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正式印发《四川省应对城市内涝工作指引（试
行）》（下称《指引》）。《指引》由四川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负责牵头起草，根据《四川省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试行）》《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2021 年修订）》《四川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和防御指南》《四川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
传播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

《指引》分为总则、汛前工作指引、汛中工作
指引、汛后工作指引以及其他指引五大板块，指
导全省各城市各职能部门、责任单位及城乡居民
从汛前、汛中、汛后三个方面强化灾害防御应对
措施，在泄洪通道、隧道涵洞、轨道交通以及其他
重要基础设施，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其他地
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开展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工作。

据了解，《指引》具有一定探索性，经查阅，
全国其他省市均未印发类似指引，我省也将以
发布该《指引》为契机，针对城市内涝对各级各
部门、社会公众作出指导性灾害防御应对指引，
进一步加强城市内涝治理和防范，走出一条四
川应对城市内涝的新路子。

西充县观文镇太极宫村村民在晾晒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