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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 德阳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7.5%

本报讯（记者 李鹏飞 文 /
图）近日，德阳市人民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4年一季
度经济形势。记者从会上获悉，
2024 年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 706.8亿元，同比增长 7.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8.8亿
元，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为 350.8 亿元，增长 9.1%；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 317.2亿元，增长
6.3%。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春耕备
耕高效推进。其中小麦“一喷三
防”、油菜“一促四防”等关键防
控技术到位率达 100%；蔬菜及
食用菌产量 62.5万吨，同比增长
5.3%。

工业生产增势强劲。主导产
业优势凸显：“3+1”主导产业实
现全面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加
值增长 14.8%，高于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 0.9个百分点；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

服务业平稳增长，保持活
跃。其中，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增长 11.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38.0%。

一季度，汽车、专用设备、仪
器仪表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43.6%、
57.1%、15.1%和 11.0%。新晋规上
工业企业 110户，占规上工业户
数比重达 7.2%，对全市规上工业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2.3%，
拉动规上工业经济增长 1.5个百
分点。“智改数转”持续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同比增长
11.9%。

此外，德阳外贸进出口实现
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市外贸进
出口总额 63.1 亿元，同比增长
38.4%。其中，出口额 45.3亿元，
增长 44.9%；进口额 17.7亿元，
增长 24.0%。同时，就业形势也
较为稳定，一季度，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 1.4 万人，同比增长
4.7%。
“各项数据指标充分体现了

我市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德阳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德阳将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快
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持续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近日，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指导，绵阳科技城新区管理委员
会主办，以“创新驱动，知识赋
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4年知识产权
宣传周暨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
量集聚发展试验区启动仪式在绵阳
科技城新区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
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试验
区正式揭牌。

绵阳科技城新区何以入围这个
国家级试验区建设单位？知识产权
服务业如何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探寻一
些方向。

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建设
全省唯一入选国家级试验区建设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
连着市场，是驱动创新的核心要素，
也是国家战略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
聚发展试验区建设，是在知识产权
服务业基础较好、知识产权服务需
求旺盛的地方，建设一批影响力大、
示范效应显著、对周边乃至全国范
围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试验区，推
动全面创新，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度。
“服务要素聚集能催生更多良

好的化学反应。”四川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赵辉认为，
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加快创新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开展专利转
化运用专项行动，可以为四川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近年来，绵阳高标准推进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截至目前，全市有效
发明专利数量 13978件，是全省唯
一突破万件的地级市，获中国专利
奖 21项，四川省专利奖 44项，获奖

总数居全省第二位；拥有国家级知
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 38家，国家
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 2 家，
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示范城市。

与全市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建
设保持同频，绵阳科技城新区一直
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赋能新区产业
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通过不断完
善体制机制、制定扶持自主知识产
权创新政策等系列措施，推动知识
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据统
计，截至目前，绵阳科技城新区每万
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60.02件；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165.28件；有效商标注册量
突破 2.5万件。2023年 12月，绵阳
科技城新区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
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试验区，是
四川省唯一入选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
聚发展试验区正式揭牌，既是贯彻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也是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
的具体行动。未来，依托绵阳科技城

新区的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平
台建设、环境优化等措施，将吸引和
集聚一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形成
覆盖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
条，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知识
产权服务高地。

知识产权中央服务区
让“软实力”提供“硬支撑”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需
要知识产权与产业、金融、贸易等领
域的深度融合。

如何用知识产权“软实力”，为
市场主体发展提供“硬支撑”？绵阳
的解法是建好知识产权中央服务
区，聚集知识产权代理、金融、法律、
咨询等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着
力打造立足绵阳、覆盖川西北、辐射
川渝地区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高地。

此次活动现场的另外一项重要
议程，便是为绵阳科技城知识产权中
央服务区揭牌。期间，绵阳市市场监
管局与绵阳科技城新区就绵阳科技
城知识产权中央服务区共建达成合
作协议，入驻绵阳科技城知识产权中

央服务区机构代表进行现场签约。
金融服务，是支持知识产权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不看砖
头看专利。”现场签约入驻知识产权
中央服务区的中国建设银行绵阳高
新支行副行长陈亮介绍，建行绵阳
分行近三年累计为科技企业投放贷
款超 90亿元，服务企业超 400户，
科技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 10%，通过金融服务赋能知识产
权企业，让“技术流”变“现金流”，成
功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源头活
水”。
“颠覆性专利技术如何得到应

用破局？知识产权政策、维权、专项
资金申报如何落实到企业？”在当天
下午进行的省知识产权党员专家服
务团服务基层座谈会上，企业代表
四川安达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抛出
问题。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省知识
产权党员专家服务团暨博士服务团
服务基层活动，对绵阳企业进行走
访调研，举办座谈会，听取参会企业
知识产权相关需求及诉求，省市相
关部门针对企业需求及诉求作出回
应。

此外，来自知识产权、金融、法
律等 40余家专业机构参与的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开放交流日活动，为
企业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供沟通
交流平台。

绵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绵阳市将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市为主线，打造知识产权强
企“雁阵”，加速知识产权服务集聚，
推动“知产”转变为“资产”，在知识
产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持续发
力，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一所高等职业学院从开工到招生需要多
久？广安给出的时限是一年。近日，广安市举行
全市 2024年第一次项目投资工作流动现场会
暨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各地共“端出”14个
项目作为“特色菜”，接受参会人员察看“品鉴”。
其中，广安数字经济职业学院推进速度令大家
惊叹。

广安数字经济职业学院作为广安市筹建的
又一所高校，计划总投资 17亿元，总占地面积
约 810亩，分两期建设。“项目于今年 2月中旬
开工，一期主体建筑将于今年 6月底完成封顶，
9月底完成装修，11月底完成验收，明年春季启
动招生。”广安市广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挂图作战”时限任务“进度条”。

“一期 26万平方米的建筑，能够在 10个月
内完工交付？”面对大家的质疑，该负责人介绍，
速度快源于措施实、办法多、效果好。为了快速
推进项目，广安市和广安区两级均成立专班保
障，指导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力物力
投入，各个施工环节紧密衔接，确保项目进度能
够完全对上“挂图作战”时间节点。

同样上演项目建设“速度与激情”的还有武
胜县亮出的总投资 2.1亿元的重庆政才兆永摩
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去年 1月签约，12月建
成投产，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武胜县副县长陈娇道出了项目落地快、建
设快背后的“秘密”，该项目是以商招商的成功
范例。

几年前，武胜县引进了再生资源产业龙头
企业四川生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主
要生产铝锭。近两年，武胜县党委政府聘请该公
司负责人为“招商顾问”，鼓励其招引下游企业
“隔墙配套”形成产业链。近两年，这名“招商顾
问”便成功引进了 7户下游企业，且这 7户企业
均实现了快推进、快投产。

拼经济搞建设，必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今年以来，广安相继出台挂牌督办通报、上级资
金项目调度、项目储备考核“3项机制”和重大项
目挂图作战“铁五条”，形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
奖惩运用更加分明、调度运行更加有效的挂图
作战责任体系，全过程、全周期、全链条推动项
目建设。

广安各地也在“挂图作战”推项目上出实
招，形成有效机制和好的做法。武胜县出台《抓
项目促投资工作方案》，实行“一表一图四机
制”，一季度投资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岳池县每
两月召开项目流动现场会督导建设，一季度完
成投资总量居全市第一。邻水县组建项目策划
工作专班，提升前期工作质效，项目 66%以上达
到可研深度，中省预算内投资申报争取资金规
模排全市第一。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安引进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 36个、完成一季度目标 109.1%、协议
资金 393.9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 12个、50亿
元以上 3个，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120
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95.3亿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 39.7%、超时序进度 14.7个百分点。

□王林本报记者沈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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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可持续浪漫 传递不间断关怀
成都玉林举办系列爱心公益活动

四月的阳光格外明媚，微风中
弥漫着花香。近段时间，成都市武侯
区玉林街道用一场场公益活动传播
着保护环境、关怀环卫工人的暖暖
爱意。

共爱地球 循环向未来

今年 4月 22日，是第 55个世
界地球日。近日，在玉林东路社区，
一场“共爱地球，循环向未来”循环
公益市集活动，向居民们传递着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活动当日，柔和的阳光乘着微
风，吹到了玉林东路社区广场。广场
上，市集设置的闲置义卖区、循环手
作区、低碳看我展示区、随手公益区
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与打卡。一
件好物，一段回忆，好物共享，传递
快乐。在闲置义卖区，摊主们将家中
的闲置物品通过“义卖市集”活动实
现循环再利用，用行动践行“绿色生
活”。
“我今天将旧的绘本和故事书

拿出来义卖，不仅可以减少浪费，还
可以节约资源，为环境保护作出贡
献，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充满童趣

的市集现场，不少萌娃纷纷扮演起
“小老板”的角色，热情地推荐着好
物，为“顾客们”演示商品的有趣玩
法。

在循环手作区，咖啡精油皂制
作、咖啡杯作画、咖啡纸袋再生等丰
富多彩的绿色低碳互动活动，让大
家用行动践行着绿色低碳的生活理
念。“我今天用咖啡渣、大豆蜡等废
弃材料制作了精美的香薰蜡烛，生
活中有很多废物是可以再利用的，
以后我也会多多学习环保知识，爱
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居民刘女士表
示，爱护地球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见
于行动。

“爱心冰箱”传递爱

环卫工人们常常是第一个迎来
太阳，最后一个送走月亮的角色。他
们每日穿梭在车流与人群之中，用
辛勤劳动美化着玉林的一街一巷。
南虹村社区用一场环卫工人安全日
讲座暨爱心冰箱关爱活动，为辖区
内的 50余名环卫工人送去了关怀。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把城市

打扫干净，每天在路上巡查，哪里
有垃圾，要及时清理……”环卫工

人王阿姨向大家介绍，自己每天凌
晨 3 点就要起床，要赶在早上 5 点
前完成路面的第一遍普扫。王阿姨
说，“尽管天气很热，但只要能把城
市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市民有个舒
适的环境，我们热一点、累一点也
值得。”

听了环卫工人的讲述，南虹村
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感触很深，
纷纷化身“送爱心小分队”，将爱心
冰箱中的牛奶、方便面、八宝粥、面
包等爱心食品，送到环卫工人的手
中。“阿姨，谢谢你们的付出，你们辛
苦了！”“叔叔，希望你们注意身体！”

志愿者们轻声说。
“这样的爱心食品，让我们感受

到社区的温暖，使我们平时干活都
更有劲了。”负责保洁林荫街的环卫
工人黄大姐笑着说。

关心关爱环卫工人，玉林的初
心一直都在。据介绍，2017年 3月
至今，南虹村社区“爱心冰箱”已连
续 7年，为环卫工人等特定群体发
放爱心食品近 6万份，将雷锋精神
融入日常生活，将爱持续传递给“城
市美容师”，让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保安门卫等特定群体，感受到玉林
温度。

□本报记者马工枚文 /图

绵阳：加速知识产权服务集聚
推动“知产”变“资产”

□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近日，华蓥市青年在“青年夜校”课堂上
学习插花艺术。为满足青年求知、进修、社
交、释放压力等现实需求，华蓥市积极搭建
夜校培训平台，让青年人在工作之余能主动
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人际交往能
力，舒缓内心压力和情绪。

通讯员周松林摄

“青年夜校”
点亮年轻人“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