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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工枚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 值此两岸企业家峰
会成立 10周年之际，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峰会
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
运共同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企业及工商界
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两岸经济合
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峰

会广泛团结两岸企业界、工商界，为壮大中华民
族经济、增进同胞福祉、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
新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
广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
同奋斗。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

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
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
义，把握历史大势，勇担时代责任，共同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
兴的历史伟业！

习近平
2023年 11月 14日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
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四川争创全国百强县培育
取得阶段性成效，7个县成功入围，
居西部第一、全国第五。

射洪市：
在川中丘陵地区走出了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射洪实践”

11月 14日，四川省政府新闻
办在成都举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射
洪市专场。近年来，射洪把推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
川中丘陵地区走出了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射洪实践”。

数据显示，近三年射洪市地区
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连跨三个百
亿台阶、双双超过 500亿元，全口径
税收突破 5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 30亿元，均实现增长翻番。

产业方面，射洪市坚持“工业强
市”不动摇，大力实施“千亿产业、千
亿园区、百亿企业、上市公司”培育
计划，2022 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550
亿元，增长 60%。

尤其在锂电产业方面，射洪以
天齐锂业为龙头，引进盛新锂能、富
临精工等上市企业 10家，培育相关
企业 35家、实施产业项目 60余个，
锂电材料产业集群上榜全国首批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2022年
实现产值 320亿元，同比增长 3倍。

在食品饮料产业方面，射洪以
川酒金花沱牌舍得为核心，用“一瓶
酒”撬动“一个园区”，在全省率先探
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跨“三县六镇”成立四川沱牌绿
色生态食品产业园，组建川酒第五
大产区———川东北产区，2022年实
现产值 220亿元。

此外，射洪近年来还坚持做精
能源化工，加快打造千亿基地。以老
品牌美丰集团为基础，依托 2万亿
方天然气储量资源，超前布局天然
气净化厂和精细化工项目，中石油
西南油气田第二大作业区即将落
成，千亿级立方米天然气基地初具
雏形。
除了产业发展，射洪近年来还

着手建设更有活力的现代乡村，夯
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试点为契
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前射
洪市沱牌镇创成省级百强中心镇，
金华镇入选省级百强中心镇候选名
单，县域副中心和中心镇“联城带
村”枢纽作用更加凸显。同时，射洪
获评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天
府旅游名村 1个、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 5个，带动全域村庄全面蝶变。

此外，射洪还以天府粮仓“射洪
分仓”为统揽，扩大 63 万亩高标准
农田、20万亩酒粮基地、6万亩两杂
制种基地、2 万亩“鱼米之乡”基地
等优势，年产粮 40万吨以上，年出
栏生猪 92万头以上，年出产白羽肉
鸡 2000万羽以上，入选国家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名
单。

江油市：
老工业基地“弯道超车”剑

指 GDP破千亿

近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成
都举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江油市专
场。近年来，江油县域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明显提升。

据介绍，截至 2022 年底，江油
专营肥肠的餐饮门店近 100家，兼
做肥肠的餐饮店近千家，全市肥肠
门店营收约 8亿元，较 7年前，店面
数量和营收分别增长约 500%和
800%。肥肠门店的迅速扩张，助推
了本地原辅料生产的提档升级。目
前，江油市已建成“1400型”标准化
生猪育肥圈舍 314栋，万头猪场 12
个，全市生猪产能达 70万头。建成
生姜种植基地 5000 亩、辣椒基地
3000亩、花椒基地 2000亩、生葱基
地 500亩。针对江油肥肠食品安全
标准，江油已向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提交了 5个省级生猪标准化示范场
和 3家辅料种植基地的申报材料。

2022年，江油肥肠带动生猪养
殖及辅料种植产业产值约 18亿元。
目前，已有 10余家肥肠预制菜企业
实现投产，江油肥肠预制菜产品也
远销北京、上海等 28个省市以及日
韩等国家和地区，消费者规模达 2

亿人。
同时，为了支撑线下江油肥肠

“百城万店”的扩张需求以及线上销
售渠道的建设工作，江油农投集团
还搭建了以江油肥肠为主的“诗仙
优选”微商城、“江山有物”抖音店等
线上平台，并积极参加“华食展”“中
华商标博览会”“贵州村超”“绵品出
川”等线下推广活动，有效增加了江
油肥肠的品牌显著性，真正做到了
让江油肥肠走出江油、走向全国。

此外，江油有着浓厚的工业底
蕴。据介绍，近年来江油聚焦先进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方向，推动优势
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新型化、新赛
道产业规模化；特钢产业园、高性能
复合材料产业园、关键电子材料产
业园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相继建
成，近 2年签约 5亿元以上项目 32
个、总投资 530余亿元，形成了新
“增量”。

记者了解到，江油充分运用好
文旅资源优势，在打造李白超级
“IP”上，坚持文旅融合发展的总思
路，聚焦文旅新经济，突出文旅新业
态，开发《李白归来》《将进酒》等舞
台剧，着力擦亮“李白故里”金字招
牌。

宣汉县：
从“国贫县”到“百强县”的蝶变

日前，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
举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宣汉县专场。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宣
汉在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
收方面有哪些举措？”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请大

家看一组图片。”宣汉县“六创办”主
任吴熠拿出了三张宣汉文旅领域的
照片。“第一张图片是宣汉正在建设
的月亮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它
叫‘巴山之月’，是一个直径 30米的
人造月亮，月亮的球心海拔是 1520
米，旁边是巴山之月观景台，目前正
在建设中。”吴熠说道。紧接着，他亮
出第二张照片说：“这是月亮坪森林
康养旅游度假区露营地，是夜间航
拍的实景图，夜生活场景感十足，非
常漂亮。”

吴熠手中的第三张照片，是全
长 5200米的生态绿道。

建月亮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
区，宣汉有多重考量。据介绍，每年
夏天，仅达州就有超过 10万人的避
暑度假客群市场。同时，月亮坪有着
独特的“五度”康养禀赋：一是海拔
在 1200米—1500米之间，非常适
宜康养；二是夏季平均气温 21摄氏
度，被誉为“自然空调”；三是森林密
度超过 99.7%，除了道路，全是森
林；四是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浓度
最高达 3万个，被誉为“天然氧吧”；
五是生态优良度好，度假区今年夏
季首开试运营以来，先后举办了“月
亮坪之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深受大家喜爱。

近年来，宣汉县坚定不移实施
“文旅靓县”战略，聚力建设全国生

态旅游度假区和全国巴文化高地，
为创建“全国百强县”擦亮了底色，
提供了支撑。2022 年，该县实现
GDP621.8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5.03亿元，完成了从“国贫
县”到“百强县”的华丽蝶变。

为推动锂钾资源发展，2021
年，宣汉成功与全球最大的金属锂
生产企业———江西赣锋锂业牵手，
总投资 100亿元、年产 10万吨高纯
锂盐项目及退役电池综合回收利用
项目成功落户宣汉。”他说，这个项
目从洽谈到签约只用了 19天，从签
约到开工用了不到一个月，创造了
工业发展的又一个“宣汉速度”。

数据显示，近年来，宣汉县持续
加大工业投入，特别是近三年，工业
投资累计达 290 亿元，年均增长
21.4%，产业发展、园区平台得到了
很大提升，为创建全国“全国百强
县”筑牢强有力支撑。

农业方面，2022年宣汉县粮食
总产达 59.1万吨、居全省第 7。高山
脆李、车厘子等多种优质水果 8.3
万亩，2022年产量达到 8.6万吨，实
现产值 4.5亿元，其中本是偏远落
后的宣汉县峰城镇仁义村，自发展
车厘子产业以来，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54 万元，居达州市第一
名，真正为老百姓的增收致富找到
了出路。

宣汉县将加快建设全国“千亿
县”、争当县域发展的“排头兵”，力
争 2027年 GDP突破 1000亿元，建
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百强县。

解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密码”
四川举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新社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朱
晓颖 杨颜慈）2023年是两岸企业家峰会
成立十周年。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于
11月 14日至 15日在江苏南京举行。

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以两岸企业家为
主体，以汇聚企业家智慧、加强对话交流、
深化产业合作为特色的两岸企业界高端
交流平台。

两岸企业家峰会社团成立 10 年来，
秉持“推动两岸企业家之间的交流，推进
两岸产业合作，深化两岸经济互利合作，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经
济”的宗旨，于 2013年至 2022年在南京、
台北、厦门、金门等地举办了 10次峰会年
会，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有效对话机制，
广泛团结岛内经济界人士，积极推进两岸
企业合作、产业融合发展，为推动两岸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两岸
产经各界的积极肯定。

两岸企业家峰会发端于江苏省南京
市。南京市政府分别于 2008年、2010年、
2011 年、2012 年成功举办四届海峡两岸
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受到了两岸各界的广
泛关注。

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深
化，两岸经济界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具有权
威性、开放性、务实性的高端交流合作平
台。

在两岸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 2012
年的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上，与会
政经产学界人士发布共同倡议，建议在两
岸分别成立两岸企业家峰会社团：除每年
轮流在大陆及台湾举行年会之外，根据两
岸企业界的实际需求设立产业合作推进
小组，开展常态化的交流，以具体务实的
方式推动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和融合发
展。

2013年 7月，大陆两岸企业家峰会社
团在北京市成立，台湾两岸企业家峰会社
团在台北市成立，并选举产生双方峰会领
导机构。

峰会理事会下设宏观经济、能源石化
装备、金融、信息家电等 7 个产业合作推
进小组。后经双方商定，峰会下设机构调
整为综合合作交流、能源及环保节能、智
能制造及装备、中小企业合作及青年创业
等 8个产业合作推进小组，以适应新形势
下的两岸经济发展和产业合作需求。

今年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将围绕
“新格局中融合发展与高质量发展”主题，
深入探讨两岸企业家如何把握新发展格
局，推动台企融入大陆内需市场，深化两
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两岸企业家峰
会双方理事会成员、会员，两岸企业家、相
关专家学者约 800人参加年会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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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
10周年年会的贺信

11月 14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光雾山镇寨坡村白墙灰瓦的特色新村与四周色彩斑斓的树林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近年来，寨坡村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着力点，大力打造有颜值、有内涵、有特色的美丽宜居新村，助力乡村振兴。

刘晓龙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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