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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蝶）记者从四川
省经济合作局获悉，近日，四川各市
（州）聚焦重点领域，举办招商推介活
动，推动项目落地，掀起招商引资“秋
季攻势”。

广元
绘制“招商地图”
精准导航项目招引

今年以来，广元市锚定现代化产
业建设目标，围绕“1+3+3”优势主导
产业体系，精细绘制“招商地图”，集
中力量攻坚克难、按图索骥招优引
强，不断创新项目招引方式方法，聚
力切入“新赛道”、打造招引“强磁
场”、激活发展“新动能”。1-8月，全市
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255个。其中，
新签约投资额 1 亿元以上项目 175
个。

聚焦重点领域，绘好招商图谱。
深入谋划细分领域企业招引思路，全
面挖掘铝基新材料、能源化工、机械
电子、数字经济、文旅康养等 14种产
业发展机遇，锁定目标区域重点目标
企业 200余家，精心编制《广元投资指
南》，围绕重点产业对外发布《投资广
元机遇清单》，共推出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 162个。

创新招商方式，精准对接洽谈。
紧盯招商地图目标企业，强化市县
联动跟踪推介和对接洽谈。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外地（含境外）
开展招商活动 18 次，各县区、广元
经开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外出 200
余次。市县联动拜访吉利集团、通威

集团、中国再生资源、明泰铝业制造
业企业近 400 家，成功举办广元市
（长三角）投资推介会、第十九届西
博会广元市投资推介会等各类推介
活动 40 余场，吸引华南川商、东方
希望、上海宏和科技等 80 余家企业
负责人来广考察，切实提升“点对
点”招商实效。

围绕重点攻坚，创优服务环境。
持续开展招商引资协议兑现清理工
作，共清理出 2020年 1月至 2023年
4月政府有明确承诺事项的签约项目
287个。围绕重点意向企业，持续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市重点产业专班全
程介入，强化项目全过程全生命周期
服务，协调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 20
余个，推动通威年产 40万吨绿色基材
（工业硅）、江苏亚太轻合金年产 20万
吨绿电高端铝基材料项目、河北鑫利
玻璃硅基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等
187个制造业项目签约落地。

广安
举办 2023年

节能环保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

近日，借江苏苏州洛河洁净产业
链生产项目（四川洛河洁净供应链有
限公司）投产开业仪式契机，广安市
举办 2023年节能环保产业招商引资
推介会。本次活动共邀请了苏州市吴
江区净化行业协会、苏州邦晖防火保
温材料等 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节能
环保产业商协会代表及企业家齐聚
武胜，触摸武胜发展脉搏，共享广安
投资机遇。

与会嘉宾参观了四川武胜经开
区街子组团及武胜县工业规划馆，对
武胜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历史、现状进
行了深入了解。随后的推介会上，介
绍了武胜县情及营商环境，重点推介
了节能环保产业优势投资项目，诚挚
邀请相关企业家投资武胜，合作共
赢。

此次开业投产的江苏苏州洛河
洁净产业链生产项目由苏州洛河净
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建设
20000余平方米洁净室结构系统生产
线，产品涉及洁净门窗、洁净设备、洁
净灯具、过滤器等。项目于今年 5月
签约，7月完成设备进场，8月完成首
批产品试产，9月正式开业投产。在相
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仅用时 4个月，
项目就完成签约、证照办理、开工建
设等全部落地流程，是火速落地的典
范项目，让本次参会的嘉宾代表充分
感受到广安高效的服务水平与优异
的营商环境。

广安市将进一步发挥四川省节
能环保产业四大园区之一平台优势，
积极融入成渝，抢抓机遇，全力打造
“北有河北廊坊、南有四川武胜”的全
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达州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

打好年度招引“收官战”

“双节”过后，达州市靶定全年内
外资招引目标任务不动摇，延续高频
率、快节奏招商态势，全力推动投资
提速、项目落地、服务落细，奋力打好

年度招引“收官战”。
高位推动，压实招商责任。召开

重点工作调度会，紧盯全年内外资招
引目标任务数，全面梳理可招商资
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三类
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瞪
羚”等目标企业，利用平台招商、小分
队招商、驻点招商、举办圆桌会等多
种方式，加大重点项目推介洽谈力
度，组建“3+9+N”市县联动突击队，
派出精兵强将奔赴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叩门招商，
力争挖掘一批带动性强、发展潜力大
的产业链项目。

活动赋能，激发招商活力。借力
即将举办的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等
高能级平台活动，抓紧洽谈成熟项
目，力争一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持
续举办招商引资“比拼拉练”活动，拟
以市县联动方式在青岛、武汉、南京、
杭州等地举办投资推进会，掀起大招
商热潮，打响对外招商品牌，扩大对
外开放水平。

强化保障，加快项目落地。实施
重大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
推出“拿地前先行介入、拿地中并联
预审、拿地后快速办结”新模式，项
目开工时间大幅缩短，有效提升项
目开工率。组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
活动，深入企业一线召开“金点子”
征集座谈会，充分听取企业家们关
于产业链集群发展、项目落地服务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意见建
议，研究解决措施和办法，真正做到
问政于企、问计于企、问需于企，用
“营商”换“赢商”。

本报讯（记者 胡斌）近
日，记者从 2023中国国际车
联网技术大会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大会于 10月 13日至
14日在成都举办，将打造技
术、产品、服务对接的高能级
平台，促进协同创新和产业
化应用，共建产业生态，推动
车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大会以“蓄势谋远，
车联未来”为主题，由中国通
信学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联合主办，将围绕智能
网联汽车、智慧交通、5G与
车联网创新应用、车路协同
与智能驾驶、车联网信息安
全等热点领域，设置开幕式
暨主旨报告会和 7场专题会
议。大会还将颁布车联网模
型算法仿真赛等比赛奖项，
发布车联网相关成果，推介
成都市龙泉驿区投资环境，
并邀请政产学研嘉宾代表走
访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四川试
验基地等。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智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
产业发展，将其作为六大优
势产业提质倍增行动的重点
领域，予以强力推动，先后出
台了《四川省支持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关于推进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发展的通知》等系列
政策文件，精准施策，着力培
育，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四川省已聚集了中国
信通院、中国汽研、中国电
科等国内外头部企业，形成
了以成都为主体的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生态圈及创新
生态链。成都市是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
协同发展试点城市，初步构
建“车、路、云”协同的车城
网。成都、宜宾等地分别开
展了智能网联汽车城市道
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四川省
还在多条高速公路打造车
路协同示范应用场景，建成
国内首条全线覆盖车路协
同的智慧高速公路———成
宜高速。
据介绍，本次大会将提

供技术、产品、服务对接的高
能级平台，加强产学研对接，
促进协同创新和产业化应
用，共建产业生态，也将向国
内外展示四川的产业基础优
势、发展决心以及优良的营
商环境，吸引产业链上更多
的优秀企业到川集聚，助力
四川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智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产业
发展高地。

下一步，四川将更加致
力于推动“聪明的车、智能的
路、智慧的城”协同发展，力
争到 2027 年实现全产业链
产值超 500亿元，努力打造
集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的
产业集群。

“小王，最近虾要上市销售了，有啥用
电问题随时告诉我。”近日，国家电网四川
电力（绵阳游仙）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员王勇、张林军对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
圣水村基围虾养殖户王志敏的养殖场开
展用电检查，了解用电需求，确保虾场有
安全可靠的供电保障，助力养殖户增产增
收。

有着丰富水产养殖经验的王志敏是
四川成都人，2020年来到魏城镇圣水村 1
社，承包了 50余亩地养殖基围虾。今年预
计产量达 5万余斤，产值预估 150万元。
“一般人以为基围虾只有海域才有，

绵阳地处内陆不产基围虾。”王志敏介绍，
基围虾虾苗的培育和养殖均在海水中，随
着不断推广，海水培育的虾苗经过人工的
驯化成为淡化虾苗，最终完全适应淡水养
殖，所以绵阳没有海也能产“海鲜”。

与海水养殖基围虾相比，淡水养虾困
难颇多，对水温环境要求很高，所以养殖
基围虾对用电的要求就更高。眼下，虾场
今年即将迎来上万斤丰收，王勇得知这一
消息后，就和同事来到王志敏的虾场，查
看供电线路、设备，帮助检查增氧机等，提
供“点对点”把脉问诊服务，确保虾场电力
可靠供应。当天，两人检查虾场用电情况
稳定有序后，才放心离开。
“前年，我养虾收获颇丰，去年就扩大

了养殖规模，我向供电公司提交了业扩用
电申请，供电公司及时查勘，架设了一条
380 伏线路，保证了虾场增氧和抽水用
电。”说起供电服务，王志敏赞不绝口。
“这里养殖的基围虾，运输成本低、成

活率高，价格实惠、味道鲜美，深受本地消
费者喜爱，非常畅销。”近日，一位前来养
殖场洽谈业务的采购商对王志敏养殖的
基围虾连连称赞。

为确保供区内养殖户用好电，国网绵
阳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队员、台区
“电管家”深入田间地头讲解安全用电知
识，开展供电服务。下一步，国网绵阳供电
公司将持续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并对
辖区配网线路、配电变压器等设备进行巡
视消缺，保障养殖客户可靠用电，为乡村
经济振兴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2023中国国际车联网技术大会
于 10月 13日在成都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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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各市（州）掀起招商引资“秋季攻势”

10月 11日，根据四川省委、省政
府有关部署要求，电子科技大学、四
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成
都签约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在推进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

首期挂牌启动 5个联合实验室，
即精密测量雷达系统技术四川省重
点实验室、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先进
物联网传感与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
认知和情感交互联合实验室。

四川科教资源富集、创新基础厚
实，有基础、有条件在推进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唤醒
“沉睡”的科技成果，把科教优势充分
转化为创新优势。从“协同创新”到

“联合创新”，校企之间的合作将更加
紧密、深入。此次签约共建的联合创
新中心，将由电子科技大学与长虹控
股集团共同组建运营机构，设立专业
领域联合实验室，开展以培育新产
品、提升产业技术竞争优势的应用基
础技术研究，以及产业“卡脖子”技术
攻关与系统集成，打造国家高能级技

术创新平台，共建高端人才智库，推
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联合创新中心将组织开展创新
创业大赛、校友创投等活动，发掘可
孵化、可投资的典型科研成果和创业
团队，利用长虹的产业化能力和投资
基金，支持成果孵化，帮助创业企业
快速成长。

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四川校企共建联合创新中心

□本报记者李艳

“新设备新技术制茶，效果良
好。”近日，在四川省巴中市三季度
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上，四川省通
江雪鸿堂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燕生说。
“以前因技术落后，每年只能

以春茶为主。现在可以制作夏秋
茶，提高了利用率。”李燕生坦言，
当地茶叶制作技术的转变，得益于
内江市对通江县的帮扶。自 2021
年 5月至今，内江市结对帮扶通江
县工作队围绕“通江所需，内江所
能”的帮扶原则，坚定茶叶产业发
展方向，先后投入 3400余万元，从
保面、提质、扩能、塑品到丰富产品
业态、拓展市场渠道等全产业链进
行帮扶，让一片茶叶情牵两江情

缘，富一方百姓。
“通江是全国有机农产品示范

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地处
富硒地带，茶叶种植历史悠久。”通
江县委常委、副县长、内江市结对
帮扶通江县工作队领队张骞说，第
一批工作队将茶叶作为帮扶重点，
选题精准，这一批工作队将继续拿
稳振兴接力棒，加大产业投入，跑
好新征程。
“这个智能化育苗中心，通过

水培诱导、营养土壮苗、温室培育
等先进设施设备和手段，可以大大
缩短茶苗育苗周期，提高育苗成活
率。”近日，在通江县兴隆镇智能化
育苗中心，内江市结对帮扶通江县
工作队队员、通江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肖涛介绍，内江结对帮扶通江
工作队通过科技赋能，建成了育苗
中心自育茶苗，有效解决了当地茶
苗运输成本高、育苗时间长的源头
问题。

规划、建园、管护、提升……内
江市结对帮扶通江县工作队对通
江县重点区域 3.45万亩茶园进行
管护提升，改进村集体经济茶叶小
型加工厂 3个，扶持 8家茶叶企业
延展加工能力，打造山地高效茶旅
融合示范园区并吸引 9 家企业入
驻，营商环境的改变，项目的落地，
一项项举措的具体实施，让通江茶
叶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截至目
前，通江县发展茶园面积 15万亩，
形成了“一核三片一中心”（以大通

江河流域茶旅融合产业园为核心，
辐射带动诺水河片区、麻石铁佛片
区，至洪沙片区，种质资源中心）产
业布局，培育了省市龙头企业 5
家，省著名商标 2个，“罗村”“火天
岗”“三生道”“馨金山”“龙虎山”等
重点品牌 10 余个，其中“罗村茶”
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罗
村茶业为四川省十大茶叶企业之
一。
“过去我们手工采茶，每天只

能采 20-30斤左右，现在机采后，
每天可采 300-400斤左右。”张骞
介绍，为扎实推进省内结对帮扶工
作，内江市先后向通江县安排了专
项资金和开展了相关技术培训，组
建了专业化基层队伍，有效推动了
通江县机采茶叶高质量发展。

从机采技术的推广应用，到夏
秋茶的产品开拓，再到产业加工生
产线全面升级改进……内江结对
帮扶通江工作队持续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方式，助力罗村、巴蜀白
茶、馨金山等 7个茶企实施技改扩
能，不断提升当地茶叶产业竞争
力，促进茶叶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提
高 30%，有效带动全县 800余户茶
农主动管护茶叶 20000余亩。

在内江结对帮扶通江工作队
的支持下，通江县雪岭乡村旅游
有限公司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文
化，相继打造了翰林花海、巴蜀民
歌风情园以及翰林湖水上演艺
等，走出了以茶兴旅、以旅促茶的
“茶旅融合”新路子，累计实现年
接待游客量 60 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 3000万元。同时通过企业入驻
园区带动周边 800 余户脱贫户年
均增收 1万元以上。

茶叶情牵两江情缘 内江通江共谱致富曲
阴通讯员程聪本报记者蒋永飞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