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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去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 8%——

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
本报记者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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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西省宜丰县黄垦

镇宝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员

工正加紧赶制防护口罩订单。

针对当下疫情，宜丰县引导全

县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开

足马力赶订单、增产能，争分夺

秒抓落实、促生产，全力保障防

疫物资市场供应。

罗 霄摄（中经视觉）

嘎拉村的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引进 1078 家首店（含旗舰店/

概念店），同比增长 18.6%；超 3000

个国际国内品牌在沪举办新品首

发、首秀、首展活动。”这是去年上

海 发 展 首 店 经 济 交 出 的 成 绩 单 。

在国内消费市场承压的态势下，上

海的首发、首店经济正释放出强劲

的消费潜力，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首 店 之 后 ，如 何 实 现 持 续

发展？

如今在城市化中逐渐长大的

年轻消费者，其消费方式已经从单

纯的购物转向旅游、体育、娱乐、休

闲等复合型消费。首店经济的一

大特征是打通线上线下，为消费者

提 供 综 合 场 景 体 验 的 新 经 济 形

态。上海首店经济火爆的主要原

因在于积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持

续研究各类消费群体特别是年轻

人群的消费偏好、习惯、规律。因

此，上海首店经济火爆的背后，实

际上是线上与线下协同效应，让线

上数据、流量反哺线下实体经济，

共同促进消费升级。

首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衡量

一座城市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更

是城市营商环境的试金石。城市

在挑品牌，品牌也在挑城市。为了不让“首店”成“昙花”，

上海编制发布了全国首份《首发经济评价通则》系列标准，

保障并提高首店经济的发展动力；同时，新开了不少地标

性商业载体，为首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也要看到，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不断变化，包括首

店在内的商场店铺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想要持续打好首

店经济这张牌，视线重点还应聚焦在持续发现和引入新首

店，特别是头部品牌升级上。要把脉新消费人群的潮流需

要，瞄准消费者对首店的尝鲜心理，引入对接需求的首店，

推 进 品 牌 迭 代 更 新 的 同 时 ，丰 富 品 牌 组 合 新 鲜 度 和 体

验感。

值得注意的是，要让“首店”持续保持更新的力度和强

度，离不开机制保障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所以要在更

大程度上降低审批等制度成本，更好激励符合标准的品牌

投资商落户；在新品通关、新品首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为全球品牌提供更便利措施，确保落实。

此外，随着年轻一代消费需求的快速升级迭代，也在

倒逼品牌和购物中心舍弃同质化竞争，不断创新商业形态

和商业模式。应更多地考虑如何融入地域文化特征，如何

导入更多文化类和艺术类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走进购物

中心，让消费者尝试到更多差异化产品、精细化服务和独

特体验。在这方面，大有潜力可以挖掘。

近日，四川发布的 2021 年民营经济发展

情况报告显示，全省民营经济稳步恢复，市

场主体高位增长，民营经济增加值近 3 万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

“8%的增速来之不易。在经济发展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

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和挑战明显增

多。”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常务副

主任李文星说，“无论是应对经济短期下行

压力，还是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

要依靠改革激活力增动力。四川召开全省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以改革创新的思路

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因势利导、精准施

策，持续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跨越发展。”

2021 年，四川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保

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大力推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通过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实施力度，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

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的门槛；通过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强化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出更多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 2021

年 ，四 川 民 营 经 济 贡 献 了 46.9% 的 投 资 、

54.5%的地区生产总值、65.5%的税收、88.9%

的新增就业、97.4%的市场主体。

在竞争中拼市场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吉

祥是一名转业军人。“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企

业经营出现过下滑，但是我们信心坚定。只

要把思路厘清，我们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张吉祥说，美好火腿肠是公司的王牌主打产

品，近 5 年来平均每年创造销售额 18 亿元。

“火腿肠是基础，垮不得！2020 年，我们推出

的快销产品‘美好小酥肉’一炮而红，2021 年

销售额突破 15 亿元！”

“我们是食品饮料行业的‘老兵’，成立

29 年了，如果不能保证紧跟市场节奏，就真

会慢慢‘老去’。”张吉祥说，“要发展就不要

怕竞争，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是企业成

长最大的助力。”

敢于竞争，在竞争中应变局开新局，这

种观念就像基因植入新津区民营企业家的

观念中。1992 年，我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批

准设立的民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成立，

这是首家四川本土世界 500 强企业，新希望

集团的前身。从一家小小的养殖场到民营

企业巨头，大家摸着石头过河，靠的就是敢

想敢干。新津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连续多年超过 70%，位居四川省

第一。

新津区是四川打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的一个缩影。2021 年，通过开展全省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四

川共排查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

施 1.81 万件，修改或废止不公平市场待遇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 452 件。四川已形

成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常态化，2021 年采购合

同授予中小微企业金额达 1264.35 亿元，占政

府采购额的 86.48%，民营资本参与 PPP 项目

166 个，参与率达 36.73%。

在服务中拼效率

50 秒能做什么？在成都，50 秒被赋予了

新的意义：2021 年前三季度，成都新登记市

场主体 47.3 万户，同比增长 1.9%，大约每 50

秒就有一家市场主体诞生。2021 年，成都市

新登记市场主体创历史新高，达到 62.69 万

户，市场主体总数达 332.06 万户，居副省级城

市第二位。当前，四川民营经济已进入转型

跨越发展新阶段，每年以千亿元速度增长。

2021 年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11.5%；吸纳城镇

新增就业 93.4 万人，同比增长 6.3%。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动政府和

企业走得更‘近’。成都现代工业港园区成

立与企业对接的服务专班，一对一为我们排

忧解难，提供政策支持。”老肯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石春兰说。通过成

都现代工业港园区牵线搭桥，老肯医疗与四

川省 6 家企业共同发起推动成立四川省医药

企业进出口联盟，“抱团出海”，树立了“四川

医药”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

成都事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总经理吴松说：“现在比较规范的提法是‘优

化营商环境’，实际上我们企业从上世纪 90

年 代 开 始 就 一 直 能 感 受 到 优 质 的 政 务 服

务。”当成都事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家

乡镇企业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新津

区就成立了服务专班，为企业办理贷款、税

收等提供贴心服务，从小微处着手支持企业

发展。

对 民 营 企 业 而 言 ，把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难

事、急事、愁事办妥了，就是政府部门转变职

能的最佳体现，就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有力证

明。在此前已经制定实施《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9—2020 年）》

《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基础上，四川

持续有针对性地推出政务服务对标、提升营

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简政便民、规范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推进“一网通办”5 个专项行动

方案，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在转型中拼创新

在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豆瓣晒场上，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和成

套科研检测设备不停运转。“去年 3 月，《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郫县豆瓣’被列

入首批受欧盟保护的 100 个中国地理标志名

录。一方面，郫县豆瓣可以享受到欧盟认证

保护带来的产品知名度提升和海外市场红

利，另一方面我们整个行业也需要转型升

级，适应欧盟高标准的市场准入要求。”四川

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平说，随着新研发基地标准化智能工厂建

成投产，企业年营收将有望突破 10 亿元。

通过大力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

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四川不断激发优秀

技 术 人 才 创 建 市 场 主 体 。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四川省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加 14656

家、同比增长 19.36%，占全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 总 数 的 99.71%；民 营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8561

家，同比增长 5.65%，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的 98.66%。

李文星说，近年来，四川省委把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基础工程，着力释放民营企业发展动能，

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四川将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两会精神，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

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推出更多

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改革举措，加快释放政

策红利，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

内生动力。

仲春时节，微风和煦，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

镇嘎拉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田地里，油菜花

花团锦簇；乡野畔，野桃花迎风绽放⋯⋯村民们正

忙着装扮景区、整理民宿、打扫街道，迎接游客的

到来。

嘎拉村有上百亩野桃树，每年春天，桃花盛

开 、青 稞 吐 绿 、落 英 缤 纷 ，这 里 又 被 称 为“ 桃 花

村”。近年来，依托毗邻 318 国道优势和漫山遍野

的桃树资源，嘎拉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积极推动

乡村振兴。“我们不光生活环境好，生活水平更是

‘呀咕嘟’（藏语意为‘非常好’）。能有今天幸福的

生活，大家更是有道不尽的‘突及其’（藏语意为

‘感谢’）。”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开心地说。

边巴介绍，3 月开幕的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

已举办了 19 届，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雪

山下的桃花美景，体验民俗风情，嘎拉村在发展旅

游业的同时，也与祖国各地的朋友增进了交流，密

切了感情。

每年桃花盛开游客到来，嘎拉村都会组织开

展工布响箭、抱石头等各类民俗文化活动，游客和

村民们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边巴说：“发展旅游

为我们增加了收入。我们与游客友好交流，唱响

了民族团结之歌。”

“2021 年我们接待游客 15.4 万人次，创收 420

万元。如今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3 万多元。现在又开

通了拉林铁路，交通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今年桃花旅游

季的人气一定会更旺。天气

刚转暖，村民们就忙活开了，

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

游客来赏美景、品美食，感受

我们原汁原味的西藏民俗文化。”边巴说，嘎拉村

能有今天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也离不开广东省的无私援助。

边巴口中的拉林铁路是 2021 年 6 月开通运营

的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

路。嘎拉村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仅 25 公里，便利

的交通给嘎拉村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惊喜。“除

了运进来的物资，我们林芝还有灵芝、天麻、藏香猪

等特色产品，也可以通过拉林铁路运出去。盼着川

藏铁路全线贯通，到时候我们同祖国各地的交流交

往就更方便、更密切了。”边巴满怀期待地说。

年制备 100 万吨绿色甲醇、

年 产 10 万 台 甲 醇 汽 车 、建 设

1000 座甲醇加注站、年产 5 万台

甲醇增程重卡、年产值超 500 亿

元⋯⋯山西省晋中市在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成型成势的基础上启

动建设甲醇经济示范区，锚定了

建设一流甲醇产业聚集区、生产

先进甲醇发动机和甲醇汽车、建

设绿色甲醇生产加注体系、构建

千亿元级甲醇经济生态的目标。

晋中市作为全国最早从事甲

醇燃料和甲醇汽车应用的试点城

市之一，在甲醇汽车生产、甲醇燃

料制备技术、甲醇燃料加注等方

面具有先发优势。近年来，晋中

市围绕培育壮大甲醇燃料、甲醇

汽车特色产业链，拉动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大力推动甲醇汽车的

推广应用。晋中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说，晋中甲醇产业研究起步早、

产业基础优、技术支撑强、配套链

条长，经过 30 余年探索发展，已

初步形成甲醇研发、甲醇装备制

造、燃料输配的完备甲醇产业体

系，是我国推广运用甲醇经济成

果 最 多 、产 业 化 力 度 最 大 的 城

市。吉利汽车晋中基地因甲醇汽

车而建，目前已组织完成多项试点示范项目，

生产最先进的甲醇汽车。

同时，晋中汽车产业的发展蔚然成势，为

甲醇经济应用提供了场景。新能源汽车产业

是晋中市重点培育打造的 8 个新

兴产业集群之一。在其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里，随着吉利、美锦、保

罗、斯纳德、中航兰田等企业相继

入驻，已经架构起乘用车、商用

车、专用车三大主导方向的“一链

三线”战略布局，具备年产乘用车

10 万台、商用车 5000 台、专用车 2

万台的生产规模，目前在山西省

汽车产业中链条最长、规模最大、

种类最多。到“十四五”时期末，

晋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将集聚企

业 60 户以上，配套零部件企业 80

户以上，形成“1+10”联合体联动

发展的产业态势，新能源汽车年

产量将占山西全省的 95%。

据了解，晋中市国家级甲醇

经济示范区建设于今年启动，积

极引进年产量 5 万台吉利 G3 甲

醇增程重卡项目，上半年完成

5000 台生产线改造，并将用好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市政策，推动

甲醇增程重卡率先在山西中部城

市群上路试点运营。晋中市市长

常书铭表示，晋中将重点打造新

能源汽车产业“领头雁”，坚持

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发挥

甲醇汽车产业基础优势，建设国

家级甲醇经济示范区，力争三年成型、五年

成势，构建千亿元级甲醇经济生态，努力在

山西建设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础战略中当

好排头兵。

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倪梦婷

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

—
—

山西晋中构建千亿元级甲醇经济生态

本报记者

李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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