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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广安市前
锋区坚持规划引领，强化产业
支撑，大力推进富民车间模式，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描绘蓝
图、打牢基础。一个个散布在村
里的“小”车间，成为村民致富
的“大”产业。

近日，记者走进前锋区代
市镇轻纺产业示范街的富民车
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仿佛
在诉说着产业的强劲发展势
头。

代市镇因紧邻前锋区轻纺
服装产业园，且剩余劳动力丰
富，为“富民车间”发展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以“车间务工 +家
庭做工”“企业 +车间 +农户”
为特色的富民车间模式在此悄
然兴起。“该模式不仅让村民们
有了稳定收入，也盘活了镇、村
一些农房、厂房、仓库等闲置资
产，一举多得。”代市镇副镇长
邓淇尹介绍道。

富民车间“来料加工 +订
单生产”“按件计酬”的方式方
便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
也推动了企业由单一的驻点招

工到面上劳动力分布精准招工
的转变，进一步缓解了企业劳
动力短缺难题。
“以前，距离远一点的人来

厂里上班不方便，现在他们可
以就近在富民车间上班，不受
距离的限制，我们招工也更容
易了。”瑞峰服饰负责人刘娟对
此深有感触。

截至目前，鹤盛服饰、瑞峰
服饰等 25 户轻工纺织企业累
计新增农村劳动力 1500余人，
带动家庭月均增收 3500元。毛
衫、衬衣、箱包……每天，这些
轻纺产品和半成品从前锋各个
工厂出发，走向全国各地。

随着前锋区轻纺产业的蓬
勃发展，轻纺服装产业线由近
及远，从前锋区内一间间富民
车间向镇、村延伸，实现跨区域
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发展
后劲。目前，前锋区共有 10户
轻工服装企业先后分别在代市
镇、观塘镇、观阁镇，以及广安
经开区、华蓥市、邻水县等地发
展富民车间 35个。

前锋区经信局总经济师文

向阳告诉记者，企业通过和富
民车间开展合作，相当于有了
一批固定的熟练工人，而且还
可以灵活安排生产，有效为企
业发展减负。

小小车间，为企业大发展
提供了大能量，前锋区的轻工
服装企业走出广安，同步在南
充、达州大竹等市外区域发展
富民车间 3个，构建起了城乡
一体的轻工服装产业整体发展
新格局。在代市镇六桥村富民
车间内，群欣服饰负责人谈光
建正和村民一起将车间加工完
成的半成品装车，半成品将继
续送往工厂内进行深加工。

在富民车间建立之前，辖
区内部分企业发展空间不足，
承载能力有限，制约着企业发
展。而现在，将订单化整为零在
富民车间内进行初加工，完成
后直接运往工厂继续下一道工
序，成品完成后直接通过物流
发出，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初步工序直接在富民车

间进行，这在无形中减轻了仓

储压力，我们可以租赁面积更
小的库房，省下来的钱用于更
换设备、发放工资。”谈光建告
诉记者。与群欣服饰情况相似，
枫烨服饰通过与富民车间开展
广泛深入合作，生产规模在原
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三分之一，
生产效能也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了 50%，富民车间为其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

仅以代市镇为例，通过内
培外引，代市镇已发展轻纺产
业 27 家，解决就业岗位 1300
余个，实现年产值 1.1亿元。对
企业而言，富民车间既是帮助
群众增收的好路子，同样也是
扩大发展空间、提高效益的好
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对众多在
富民车间务工的村民来说，将
富民车间建到家门口，让村民
不出村就能实现就业，挣钱顾
家两不误，富民车间灵活的务
工方式，暖在了群众的心坎上。

如今，富民车间模式催生
出前锋工业企业发展的澎湃动
能，也成为众多村民通往致富
路上的“金钥匙”。

□本报记者冯丹

□鄢怀林本报记者魏彪

带球、传球、投篮……火热 8 月，在
四川广元青川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的
“福翔建设杯”青川县第六届男子篮球联
赛现场精彩纷呈，来自全县各乡镇、部门
的 49 支代表队 700 余名运动员精神抖
擞，争夺激烈。这是在该县举行的又一场
高水平的全县性体育赛事活动，不仅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球赛，
还带动了住宿、体育器材售卖等行业的
消费增长，通过活动的举办，让人们感受
到了赛事经济的火热。

场馆内激烈的角逐扣人心弦，场馆外
的美丽风景令人流连忘返。近年来，青川县
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引领，以项目建设为
抓手，着力打造“小县优城”升级版，实现了
全域的景区化、景观化、公园化。
“比赛后，我们到县城去转了一圈，

去了熊猫公园、温泉（公园）、景观桥等
地，现在青川县城很漂亮，宜居宜游，建
设得很好。”参赛球员文国彪说，趁着比
赛间隙，他和家人会去县城逛逛，具有特
色的公园、干净整洁的街道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新青川大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青川县举办篮球联赛提高了酒店的

住宿率，近期有很多球迷入住酒店。同
时，酒店的餐饮收入也增加了，因为酒店
离体育馆距离较近，很多看完比赛的球
迷都会选择到酒店来吃个饭、开个钟点
房休息一下。

政府搭台，赛事为媒，文旅加戏。今
年以来，青川县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
500余场，吸引观众 10万余人次现场观
看，网络媒体直播观看人数达 100万人
次以上，大力提升了青川知名度美誉度，
有效促进全县经济发展。
“一场大型赛事，往往是一日比赛多

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消费。”青川县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热门赛事的巨大流量
和体育消费热情的推动下，青川县体育
产业和企业发展迎来更多发展空间。体
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带动相关产业
转型升级，刺激就业增长，提升城市的整
体经济活力。

依靠体育赛事拉动人气、提升名气，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是该县积极承办体
育赛事的最终目的。随着一场场文体赛
事密集上演，这个避暑季，人们打开了了
解青川的又一扇窗，感受着这座县城的
红火与激情。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让“赛事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
“小”车间孕育“大”发展

□丁彦博沈文杰 本报记者沈仁平

近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一派忙碌景象。
据了解，沙坪坝区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打造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整

车、“三电”、轻量化车身、新材料等产业链在加速形成，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形成规模集聚效应。
特约记者 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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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
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
升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成效，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8月 14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邮
政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9部
门联合印发的《县域商业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
计划）对外发布。

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在全国
打造 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领跑
县”，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
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90%
的县达到“基本型”及以上商业功

能，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村村
通快递。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
向流通渠道进一步畅通，农民增收
和消费提质实现良性循环，更好满
足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居民生产生
活需求。
计划明确，“建立县域统筹，以

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
的农村商业体系”，按照“一年梳理
经验、两年复制推广、三年总结提
升”思路，以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
和服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为主
线，以数字化、连锁化、标准化为方
向，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
场倾斜，加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短
板，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引导
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县域

商业高质量发展。
计划从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

和业态，增强县城商业辐射能力，提
高乡镇商业集聚效应，提升村级商
业便民服务水平；发展农村物流共
同配送，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农村物流资源整合，积极发
展即时零售；推动县域流通企业转
型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强企业供应链建设，培育县域龙
头流通企业，发挥农村商业带头人
作用；丰富农村消费市场，加大优质
商品投放力度，加快发展农村生活
服务；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大
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培育“土特
产”电商品牌，鼓励农村电商创业就
业；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水平，提高

农产品供给质量，增强农产品商品
化处理能力，加快打造农业品牌；加
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完善全国
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提高农产品
冷链流通效率，强化农产品产销对
接等 7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

计划还提出加强统筹协调、规
范资金管理、做好政策衔接、强化大
数据应用等保障措施。

此外，计划附件中的《县域商业
三年行动实施步骤》明确，在部署启
动阶段，经地方推荐产生第一批全
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发布相关典
型案例集。省级主管部门结合实际
制定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或实施
方案，明确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验
收考核办法，指导市县抓好落实；开

展绩效评价，对上年度完成“基本
型、增强型、提升型”建设目标的县
进行验收。在全面推广阶段，经地方
推荐产生第二批全国县域商业“领
跑县”，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集。有关
部门通过全国会、专家下乡、线上培
训等方式，加强宣传推广和经验交
流。省级主管部门跟进，培育一批地
方典型，加强经验复制推广，形成适
合自身特点的县域商业、农村直播
电商发展路径；开展绩效评价，组织
对上年度完成建设目标的县进行验
收。在总结评估阶段，经地方推荐产
生第三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
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集。有关部门组
织抽查检查，对照目标任务查漏补
缺，全面总结评估县域商业三年行

动工作成果。省级主管部门对照《意
见》《通知》和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要
求，对各市县开展评估验收。加强前
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回头看”，及
时发现和化解资金风险，建立项目
和资产常态化运营管护机制，巩固
提升政策成效，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和农村消费。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
有关部门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进
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
加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发
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推
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拓宽农产品
上行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消
费，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九部门联合发布《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到 2025年打造 500个左右县域商业“领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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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供销社：

践行为农服务宗旨 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

供民通：

坚守供销初心 勇担社会责任

03版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 彰显供销使命担当
———专访德阳市供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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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五星村供销社：

“三社融合”增活力 特色产业添动力

既做“农机服务者”又当“农资推荐家”
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锦花稻香供销社持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05版
入社抱团共致富“农有农治农享”壮大农业产业
———探访四川德阳市罗江区略坪农联“三社融合”下的共建共享共赢之路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宝塘供销社：

“稻虾共作”绘就乡村好“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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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联农带农纽带作用 织密织细助农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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