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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四川打造新时代区域协作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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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四川广安市石笋镇

万头湖羊种羊养殖基地。

张国盛摄（中经视觉）

图② 国家“西电东送”战

略 部 署 的 重 点 工 程—— 白 鹤

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线路工程施工现场。

卢忠东摄（中经视觉）

图③ 位 于 四 川 巴 中 市

南江县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光雾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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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去年突破 5 万亿元大关，达到 53850.8 亿元，全省

经济实力持续壮大，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以

来，四川各地竞相发力，工作安排突出“早”，项目

推动突出“快”，1 月份至 6 月份，700 个省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4184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65.6%，超

时序进度 15.6 个百分点。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表示，四川坚持“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超常举措保运行稳大

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壮大主干做强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进一步壮大

主干、做强次级支撑和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下更

大气力加快省内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和盆周山区发展。

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节点，在规划建设中一方面突出公园

城市特点，注重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努力打造新

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天府新区吸

引了众多企业入驻。比如，2018 年 6 月 13 日落

户于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成都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人工智能软件公司，经过 4 年的发展，商

汤科技如今拥有员工近 200名，人数增长近 10倍。

截至目前，天府新区已集聚新经济企业 1.8 万余

家，汇聚青年人才 17 万余名、院士等高层次人

才 450 余名。环湖布局的成都科学城正在成为我

国西部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成都近年来以“链长制”为牵引，以 20 个

重点产业链为主线，在链主企业引育、实施招商

引智和项目攻坚等方面实现稳步提升，产业建圈

强链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形成万亿元级电

子信息产业和 8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国家级创

新平台增至 216 个，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近 3 倍、

达 7821 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实现翻番。

绵阳经济总量位列四川“次级支撑”城市之

首，目前已集聚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超过 200 个，科技

创新动能奔涌。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和强劲的创

新实力，2020 年，绵阳经济总量在除成都之外

的 20 个市州中率先突破 3000 亿元大关，去年和

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宜宾的支柱产业过去主要是“一黑一白”，

即煤化工和白酒。如今，宜宾大力发展动力电池

等新兴产业，2019 年至今，宜宾市共引进宁德

时代等动力电池及配套项目 70 多个，总投资约

1800 多亿元，已构建起动力电池绿色闭环全产

业链生态圈，一座崭新的“动力电池之都”正快

速崛起，去年，宜宾经济总量也跨过 3000 亿元

关口。

“重装之都”德阳则走上了“数字经济”的

新路。今年 6 月，全国首个以“数据要素”为核

心产业的园区——四川数据要素产业园在德阳成

立，也标志着四川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领域市场化、产业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作

为成都都市圈的成员之一，德阳抢抓机遇，在产

业发展、交通布局方面不断发力。

不论是支持川北、川南、川东北省域经济副

中心建设，还是加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

能级，四川顺应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着眼增强

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各梯级

城市之间形成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喜人局面。

统筹发展缩小差距

“有了动车，大凉山通往外界的路更通畅

了，希望以后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回来建设

大凉山。”凉山州喜德县瓦尔学校初三学生吉尔

伍支说。今年 1 月 10 日凉山州正式步入动车时

代 ， 也 开 启 了 从 脱 贫 攻 坚 接 续 乡 村 振 兴 的 加

速度。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于自

然条件差、发展相对不足，曾是全国集中连片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四川派出 5700 多名党员干部

奔赴凉山驻村帮扶。尽锐出战、决战决胜，凉山

这片脱贫攻坚“最后的堡垒”被次第攻破，1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7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105.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今，人

们正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新期盼，共赴乡村振兴的

美好未来。

行走在巴蜀大地上，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

画卷正次第展开。农村人居环境更优美、产业层

次更丰富，农民的“钱袋子”更鼓了。

伴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一批在外务工

的农村能人相继返回家乡，带头创业。地处秦巴

山区腹地的巴中市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怡霖农场

负责人覃发琼就是众多返乡的创业者之一。2020

年，她结束 14 年的打工生涯，回到小田村建起

了养殖场，养殖南江黄羊。“去年我挣了 2 万多

元，今年将扩大规模，收入可以实现翻番。”覃

发琼高兴地告诉记者。

四川不断完善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机制，出台

惠农富农政策，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2021 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575

元，比 2016 年增加 6372 元，平均增长 9.4%。

蓬勃的发展态势不仅体现在广袤的乡村大地

上，更体现在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区域发

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成都平原经济区稳增长

“压舱石”作用明显，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

重的 61.1%；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取得

显著进展，经济增速持续领跑，比全省

平均水平高 0.4 个百分点；川东北经济

区振兴发展稳步推进，攀西经济区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成效明显，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绿色发展特色鲜明。

川渝协作融合融通

四川认真落实中央“打

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等

重要要求，加快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筑内陆

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

新基地，建设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枢纽。

今年 7 月 1 日是成渝铁路

开 通 70 周 年 的

日子。“以前仅有一条成渝铁路连通成都与重

庆，随着 2021 年 8 月成渝中线高铁获批，连接两

市的铁路将增至 4 条，川渝两地的时空距离将进

一步拉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车站

党委副书记崔建军介绍。去年，成渝两地间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 100 余对，日均发送旅客约 9 万

人次。从道路更畅到产业相连，川渝两地相融共

建的场面越来越多。

两年多来，四川与重庆市紧密协作、相向而

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了许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可喜变化。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

动 力 源 特 征 初 步 显 现 ， 实 现 发 展 态 势 之 变 。

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经济总量占全

国 的 6.5% ， 在 几 大 经 济 圈 中 后 发 赶 超 态 势

明显。

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效应持续

增强，实现创新动能之变。成渝 （兴隆湖） 综合

性科学中心加快建设，天府实验室、国家精准医

学产业创新中心等重点项目启动建设。2021 年

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 1 万户，比 2019 年

增加近 5000 户。

内陆腹地正加快转变为开放前沿，实现开放

能 级 之 变 。 2021 年 进 出 川 大 通 道 达 40 条 ， 比

2019 年增加 9 条，成渝之间实现一小时通达，中

欧班列 （成渝） 累计开行约 6000 列，占全国的

比重近 30%。

川渝两地全面加强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和工

作协调，实现融合融通之变。两年多来，两地先

后召开 4 次党政联席会议，多层次交流合作机制

全面建立，150 个合作共建项目开工建设、完成

投资 3944 亿元。

随着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推进，这一关乎川渝

两 地 协 同 互 动 ， 关 乎 东 西 部 协 作 共

进，更关乎国家发展全局

的重大擘画正变成

美好现实。

2020 年，四川粮食产量站上 700 亿斤

台阶；2021 年，四川粮食再获丰收，迈上

715 亿斤台阶，其中油菜籽总产量继续稳

居全国第一位，大豆总产量跃居全国第三

位，四川一举成为我国大豆生产大省。

四 川 粮 食 产 量 近 几 年 何 以 “ 步 步

高”？农业大省的“金字招牌”何以越擦

越亮？粮食丰收的密码是农村改革的不断

深化。

德阳市中江县是人口大县，也是劳动

力输出大县，还是产粮大县。中江县黄鹿

镇有 3.9 万多人，与其他地方一样，绝大多

数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但近年来，黄鹿镇

3.8 万亩耕地做到了应种尽种。黄鹿镇镇长

蒋啸表示，这得益于镇里加强了社会化服

务组织建设。全镇 39 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有 大 中 型 农 业 机 械 300 余 台 ， 耕 、 种 、

收、管机械化超过了 90%，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普及使“机械换人”成为现实。

黄鹿镇众玉辉稻谷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舰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有 70 多台各类机

械，从种到收全过程几乎就没有需要人工

去做的。“前些年公司管理 1100 多亩地需

要 100 多个劳动力，现在 6000 多亩地只要

十几个人就能完成。”陈舰说。

在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农业职业经

理 人 则 把 传 统 的 耕 作 土 地 变 成 了 经 营 耕

地。来自成都的金尚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流转承包了金宝镇 3100 多亩耕地，该

公司负责人包祥作为成都市第一批农业职

业经理人，已积累了 10 年经营耕地的经

验。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地里的收入加上

各级政府政策性补贴，减去土地流转租金、

种子化肥等各项成本，每亩有约 900 多元的

纯收入。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鼓励种粮的各项

激励政策对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四

川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分析，在农村，许多

农 民 和 经 营 主 体 对 国 家 耕 地 地 力 保 护 补

贴、稻谷种植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等惠农政策如数家珍，对自己种了多

少 地 、 打 了 多 少 粮 、 补 贴 有 多 少 都 一 清

二楚。

据介绍，2021 年，四川财政落实种粮

大户补贴资金 2.49 亿元，支持发展粮食适

度规模经营，保障农民和经营主体种粮有

合理收益。今年，财政预计可落实种粮

大户补贴资金 3 亿元，在 77 个县通过

耕 地 轮 作 休 耕 扩 种 油 菜 150.4 万

亩，实施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 310 多万亩，推动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