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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运

近年来，四川仁寿县统筹资源禀赋、功能定

位、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发展要素实际，延链、补

链、强链，不断加快县域经济产业扩容增量，以

“龙头引领、链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领域聚链

成势，推动县域产业发展向“新”而行。1-5月，全

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21.1%；规上工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23.2%；完 成工业投资 18.27 亿元 ，

增速达 43.3%。

链式布局，集群崛起拓新局

仁寿抢抓沿海产业转移机遇，深度融入四川

省眉山市发展大局，以“引入一个链主、激活一

个产业”的发展思路，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产业

生态圈。

在电子信息领域，信利（仁寿）高端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堪称龙头典范。走进其生产车间，27条

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每月 110K大板的产能，

使其稳居全球车载显示屏重要生产基地行列。依

托信利项目，30余户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从显示

器件到显示面板，再到终端应用，完整的产业链条

已然成型。

与此同时，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崛起同样

令人瞩目。协鑫锂电项目创造的“仁寿速度”

成为业界佳话，从签约到投产仅耗时 263 天。

项目采用业内独一无二的物理干法工艺，相比

传统湿法节能超 40%。随着储元世纪新能源项

目即将竣工，50 亿元投资打造的储能系统集成

生产线，将助力仁寿强势跻身全省锂电产业核

心区域。

此外，仁寿县的食品加工产业亦是亮点频

出。德康—通内斯年产 200 万头生猪高端肉制

品加工项目投产，智能化屠宰线与完善的冷链

物流体系，实现了仁寿黑猪肉“从农场到餐

桌”的全程追溯。目前，全县 26 万平方米食品

产业标准厂房拔地而起，39 户企业入驻省级孵

化园，“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日趋

成熟。

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促升级

仁寿县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核心密

码。近年来，当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

业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

协鑫锂电凭借自主研发的干法磷酸铁锂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实现生产“零三废”，成为行业

“黑科技”标杆；四川华赐科技建成 7N超高纯铜

生产线，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高端电子材料的

国产替代。

在创新平台建设上，仁寿在成都科学城设立

4000平方米的天府（仁寿）创智中心，探索“成都

研发+仁寿转化”模式。信仁光电、协鑫储能等三

大研发机构与高校院所紧密合作，共建中试平

台。目前，全县拥有 21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信利新型显示研究平台等两个项目入选省级制造

业重点中试平台名录。

技改升级成为产业提质的关键引擎。信利

加速推进 LTPS 液晶面板项目，产品向高端车

载显示屏迭代；华赐科技“金属无损分离技术”

实现量产，高纯铜纯度达 99.99999%。6 个技改

项目的实施，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大

步迈进。

服务赋能，营商优化强保障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仁寿产业发展的肥沃

土壤。当地推行“一包一”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为重点项目配备县级领导联络员，从用地审批

到电力供应，全程贴心代办。为保障协鑫锂电

用电，专门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真正实现“要

素跟着项目走”。

为促进企业发展，全县积极打造产业链

经 济，举办供应链对接会成为常态。今年以

来，多场企业配对活动成功举办，推动信利与

本地电子元件企业、协鑫与物流企业精准对

接，有效打通产业链堵点。依托“智慧工业”

平台，惠企政策实现线上直达，企业诉求 24 小

时响应，3 小时“零成本”开办企业的高效服

务，让“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深入

人心。

从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到创新生态激

发发展动能，再到优质服务护航企业成长，天

府南门的仁寿正锚定“百万人口、千亿产业”

目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找准定位，

以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协同发力，奋力勾勒

制造强县的宏伟蓝图，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崭新篇章。

引入一个链主、激活一个产业——

仁寿跑出制造强县“加速度”

■ 佘家玥

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

围，有力撬动消费需求加速回暖。近期，国家

统计局新疆建设兵团第四师调查队走访相关

部门和商户，并对城区及 18 个团场的 196 名消

费者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第四师

可克达拉市（以下简称师市）以旧换新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政策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较

高，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助力居民生活品质

提升。

换新政策新升级

师市以旧换新政策在补贴范围、服务体验、兑

现效率等方面持续优化，积极开展政策宣讲进团

场、进社区、进连队、进企业活动，进一步推动政策

落地见效。调研显示，84.2%的受访者对以旧换新

政策“了解”，12.2%的受访者表示“一般，具体内容

不清楚”，仅有 3.6%的受访者反映“不了解”。居

民获取相关政策的信息渠道丰富，其中，公众号、

短视频等网络媒体占 77.8%，政府部门宣传占

75.7%，商家广告占 40.7%，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

占38.1%，亲友推荐占18.5%。

据介绍，以旧换新政策不是简单的同类商

品置换，而是通过提质升级，让更高质量、更绿

色、更具个性化的产品服务消费者，促进消费

循环和绿色发展。据师市城区的受访者任先生

反映，他一直想买个智能手环，在小区楼下看

到以旧换新政策宣传，今年智能手环也纳入了

活动范围，商品售价在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扣

除国补，和网上价格一致，家门口的实体店购

买不仅更有保障，还送了小礼品，非常划算。

激活消费新动能

师市加大力度、扩大范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

新，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将家电以旧换新从

12 类扩大到20类，在家装厨卫5大类的基础上再

增加家纺类商品，进一步释放促消费“乘数”效

应。调研显示，91.3%的受访者认为政策对消费有

促进作用；53.4%的受访者 2024 年以来参与过消

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主要原因为“补贴力度大、有

吸引力”；家电、数码产品、汽车成为活动“热销”商

品，线下卖场、专卖店是受访者参与活动的最主要

渠道，另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在线上电商平台享受

过相关补贴。

截至 5月底，今年师市“以旧换新”政策参与

商户近 200 家，发放补贴资金 2000 万元以上，撬

动消费 1.5 亿元以上，预计带动相关消费增长

20%。据可克达拉志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经理反映，自“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日均

客流量比之前增长了约 13%，产品成交数量增长

20%左右，1-5 月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7000 万

元。消费者对产品的耐用性和售后维修便利性

更为关注，后续将针对这些特点进一步提升服务

水平，推出更多促销活动，预计今年全年销售额

将稳步提升。

满足居民新期待

师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真金白银”补

贴老百姓，居民换新、购新热情高涨，对政策的

认可度和满意度均较高。调研显示，94.0%的受

访者对活动政策满意，6.0%的受访者反映“一

般”，没有受访者表示“不满意”。85.2%的受访

者认为政策实惠，86.2%的受访者表示后期会考

虑参与以旧换新活动。不少消费者趁机置换智

能家电，提高生活品质，93.6%的受访者家中配

备了智能电视、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智能家

电，“绿色”“智能”理念日益普及，科技红利惠

及千家万户。

据 74 团受访者杜女士反映，通过以旧换新

活动她购买了一台 3000 多元的冰箱，购买时立

省 500 元，很快就安装到位，趁着现在有补贴，

她准备再换台新手机。受访苏宁电器经理介绍

道，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价格立减，政府给商家的

补贴兑现也很快，一般 10 天左右就可以到账。

受访小米之家店长表示，店内配有完善的旧物

回收体系，通过小米闪回收平台，采取线上预约

和线下门店直接回收两种方式，依据商品品牌、

使用年限、功能完好程度、市场同类旧品价格等

综合评估定价，消费者回收旧产品十分方便，反

响也很好。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兵团四师“以旧换新”政策收效良好

本报讯 汽车作为大众领域关键消

费品，已成为当前各地提振消费的重要

引擎。近日，来自国家统计局黄山调查

队开展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黄

山市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

劲，产业保持质效双升良好发展态势，

正成为全市工业发展重要支撑。

——产业基础扎实稳固。黄山市

具备发展汽车产业的历史基因，早在

1964年，上海培新厂就落户徽州区，从

事雷达车生产和民用改装车，多类产品

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1970年，第一

辆“黄山牌”卡车在屯溪机床厂下线。

目前，全市拥有汽车零部件企业110余

家，其中规上企业61家、已认定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32家，涌现出昌辉、瑞兴、

谷捷、奥特斯等一批业内品牌企业。其

中，昌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是全

国第二、全省最大的汽车组合开关生产

企业；黄山谷捷股份有限公司功率半导

体模块散热基板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

球第一（约占30%）；黄山菲英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是国内摩擦材料行业龙头

企业之一。

——全链发展势头强劲。2024年，

黄山市汽车产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

110亿元，其中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产

值超 80亿元，同比增长 21%，高于规上

工业企业产值增幅12.9个百分点；汽车

产业出口额同比增长 72.77%，位居全

省第二；汽车制造业固定投资增长

160.9%，位居全省第二。调查显示，今

年1-2月，全市汽车制造业规上企业产

值同比增长 47.6%，高于制造业规上企

业产值增幅33.5个百分点。

——产业布局多点开花。黄山市

汽车产业发展呈现多点开花、规模聚集

的新局面，形成了一条汽车零部件产业

带。其中，休宁县重点发展汽车开关、

转向系统等，打造全国汽车开关生产基

地；歙县重点发展汽车底盘件、发动机配

件、循环系统部件和电子控制系统部件，

加快打造新型底盘系统产业集群；黄山

高新区重点发展汽车开关等电子电气

设备，以及汽车刹车片、轴承、智能网联

零部件；徽州区重点发展功率半导体模

块散热基板、汽车坐椅骨架、汽车工装

夹具、焊枪以及汽车设备制造和汽车高

性能材料。休宁县、歙县已列入安徽省

县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重点布局。

——创新能级持续跃升。目前，黄

山市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省

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等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17家，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5家。组

建了合工大技术转移中心黄山分中心、

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

心等创新平台，实施线控转向智能化集

成控制系统、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系统、

照明顶灯触控一体化导电材料等一批

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黄山学

院联合汽车重点企业创建了全省唯一

的功率集成电路工程研究中心。 陆骏

黄山汽车产业全链发展势头强劲
成全市工业发展重要支撑

北京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改革惠及 29.9 万户经营主体

本报讯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

布消息称，北京今年推行企业数据填报

“一件事”改革以来，惠及29.9万户经营

主体，减少重复填报数据超 925 万条，

减轻了企业向不同部门多头报送、重复

报送相同数据的负担。

据介绍，以往企业每年需要报送多

张数据报表，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年

报，向税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报表，向

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企业要登

录不同的系统平台，逐一填写不同的报

表，花费了较多的时间精力。企业数据

填报“一件事”改革在北京市政务服务

网上集成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电子税务局以及统计云联网直报系

统，企业填报数据“只进一扇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项改革推动了部门间数据共享，

对于各部门报表中存在的相同数据项，

如资产状况信息、参保各险种信息，通

过数据共享、自动代入，实现“智能填

报”，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当前，企业登录北京市政务服务网

“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即可享受“一

站式”填报指引，一次性完成市场监管

年报、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年度财

务报表、统计报表、社保信息、海关管理

企业年报、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等

多个数据报表的报送，实现“多报合一”。

不仅如此，北京还打造了“年报+惠

企政策”“年报+精准监管”“年报+信用

修复”等多维应用场景，推动年报赋能

经营主体信用提升。比如经营主体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填报年

报时，可以通过新设的“惠企政策”专

栏，快速查找年报公示、信用修复、信用

提升等相关政策；深入挖掘年报数据价

值，综合运用年报公示、行政处罚、列严

列异、抽查检查结果等数据开展风险监

测预警；在年报填报页面增加信用修复

“点对点”精准提示，提醒经营主体及时

纠正违法行为，修复信用。 阳娜

山西前 5 个月煤层气累计产量超 60 亿立方米

本报讯 今年前5个月，山西省煤层

气累计产量达60.1亿立方米，约占全国

煤层气总产量的82%。煤层气俗称“瓦

斯”，是产自煤层、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

非常规天然气。山西煤层气资源富集，

全省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预测资

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近1/3。
近年来，山西探索了“先采气后采

煤，采气采煤一体化”新模式，不仅显著

提升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水平，更让

废弃的煤层气变废为宝。

经过多年技术积累与突破，山西煤

层气行业攻关形成“一趟钻”“黑金靶体

织密缝网压裂”等关键技术，构建起完

善的煤层气全产业链，涵盖钻井、压裂、

排采及集输等多个环节。

技术突破为山西煤层气产业带来

巨大变化。今年5月22日，山西大吉深层

煤层气田日产量突破650万立方米，创

历史新高；该区块累计产气量超过1亿

立方米的水平井平台达9个，最高单井

累计产量超过7000万立方米。 王飞航

浙江成功创建 8 家国家物流枢纽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了 2025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在新增的30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宁波、

台州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加上此前已入选的6家国家物流枢纽，

浙江已成功创建港口型、空港型、生产

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等四类 8 家国家

物流枢纽，创建总数走在全国前列。

国家物流枢纽是全国物流网络中

的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是

撬动区域经济新增长的重要媒介和载

体。此次新增的 30 个国家物流枢纽，

与区域产业发展、消费密切相关的生产

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比重超过

60%，将有力支持入选城市加快探索

“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协同发展模式。

此次甬台入选，将提升浙江关键节

点的物流集疏运能力和供应链服务水

平。据了解，宁波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重点打造“两枢纽一中心”，以现代

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为方向，

立足宁波、面向长三角、辐射中西部的区

域性先进制造业供应链组织枢纽；以海

铁联运、公铁联运、江海联运等多式联运

为支撑，辐射全国、连通全球的国际多式

联运枢纽；服务国家大宗商品资源配置

枢纽建设的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中心。

目前，杭州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纽、宁波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和衢州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正在努力创建，浙江

正补网强链，朝着港口型、陆港型、空港

型、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等五型国

家物流枢纽承载省份迈进。下一步，浙

江将进一步完善“通道+枢纽+网络”的

现代物流运行体系，为由物流大省向物

流强省发展打牢基础。 夏丹

近年来，江苏省灌

云县充分发挥当地自然

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了葡萄基地、黄桃

基地、西瓜基地、韭菜基

地、浅水藕基地等十多

个特色农业基地，形成

“一村一品”产业特色，

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

能。图为村民在田间采

摘葡萄。

中新社供图

葡萄丰收
采摘忙

经济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