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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全川行”活动启动。该
活动将按照此前印发的《四川省以
大规模技术改造带动工业领域设备
更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组织专业团队，在全省各市
（州）开展工业领域新一轮大规模技
术改造，为企业开展设备更新提供
更加有力、更为有效的综合保障服
务。
《行动方案》强调，四川将加快

实施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引领六大优势产业实现高
端化跃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
型。力争到 2027年，全省工业累计
新增设备投资超 6000 亿元、较
2023年增长 25%以上；重点行业能

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全部退出、达
到标杆水平产能比例超 30%，绿色
发展和本质安全水平迈上新台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超 90%、75%，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制造水平迈入全国第一方
阵。

四川工业家底丰厚，资产总量
近 7万亿元。同时，作为人口大省，
四川消费需求旺盛，汽车保有量超
1500万辆、家电存量超 1.5亿台，每
年换新需求预计分别达 10万辆和
400万台。但是，从投资来看，钢铁、
有色、化工、建材等传统行业占比较
高，不少设备服役时间较长，更新改
造需求迫切，初步测算每年设备更

新投资潜力超 2500亿元，工业领域
实际发生的设备更新投资与测算的
投资之间仍然有一定差距。究其原
因，其中既有企业担心投资回报、不
敢“试水”的情况，也有企业技术能
力不足、不知道怎么改的情况。

基于此背景，四川将以“全川
行”活动为契机，分领域、分行业组
织金融、供需等专题对接，组织技术
改造服务商、设备供应商进园区、进
企业、到现场，“一对一”开展重点行
业全覆盖的技术改造诊断服务，帮
助企业找准生产经营中客观存在问
题和技术设备提升空间，增强企业
投资预期，提升企业技术改造积极
性。
“我们前期已储备 2700 余个、

总投资近万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
收集 150多万台套的设备更新需求
和超 2400亿元的融资需求。”四川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需求，目前已遴选近 300户优质
技术改造服务商，在下一步的活动
中将开展上门服务，帮助企业量身
定制满足需求、契合实际的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方案。

按照《行动方案》要求，四川将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产
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
等资金支持。落实国家节能节水、环
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等税收
优惠政策。省级财政统筹工业发展

资金、新增预算每年安排资金 30亿
元，对设备升级、智改数转、绿色低
碳、安全生产、微技改等领域中符合
条件的项目，分类采取项目法、因素
法，联动地方共同给予奖补支持。鼓
励市（州）、县（市、区）设立设备更新
和技改专项支持资金，形成政策叠
加效应。同时，用好国家科技创新和
技改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推广
“技改贷”“更新贷”“专精特新贷”
“制惠贷”等金融产品，常态化开展
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
度，每年制造业贷款新增占比提高
2个百分点。对不新增用地和产能
的技改项目，采取备案承诺制，简化
前期手续办理。优先保障重点工业

和技改项目用电、用能和排放等需
求，为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注入金融活水。

此外，《行动方案》还强调，将严
格落实能效、排放、质量、安全等领
域强制性标准和设备淘汰目录，依
法依规淘汰不达标设备。对标国际
国内先进标杆水平，引导企业实施
设备更新升级，提升生产质量和效
益。支持省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大力培育
标准创新型企业。

活动现场，8 个项目进行了签
约，包括设备更新供需相关企业合
作、金融机构与设备更新企业的贷
款合作、技改服务商与技改需求企
业合作等方面。

四川启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本报记者冯丹

近日，四川省阆中市文成镇清泉社区绿油油的薄荷种植园区内，工人在夕阳下进行薄荷采尖，晒干后的薄荷尖将销往省内外中药材加工厂。
两年前，阆中市清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东河河畔的 500亩撂荒河滩地种植薄荷，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收益，还吸纳周边 40多名村民常年务工。

特约记者王玉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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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在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一批批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奋战
正酣，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铆
足干劲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近日，位于游仙高新区的航空与
燃机配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期）施工现场，各类大型工程机械
设备不停运转，数百名工人各司其
职，干劲十足忙作业，现场机械轰鸣
声、焊接声、切割声、锤击声此起彼
伏，呈现出一派热潮涌动的建设景
象。
“我们目前配置施工人员 300余

名，管理人员 40余名，大型作业机械
40余台。后续我们会根据施工部署，
合理安排人力、物力、机械的配置。”
绵阳航空与燃机配套产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一期）生产经理李元平
说，“为确保项目各项工作按计划顺
利推进，我们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
作，每天早上对所有作业班组及工人
进行安全晨会和班前讲话，让所有管
理人员参与其中，不断强化大家的安
全生产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此
外，我们还增配多名专职安全员，进
行园区的安全作业巡查监督工作。”

据了解，绵阳航空与燃机配套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四川省重
点工程，由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中国五冶集团承建，项目一期总
投资 49亿元，占地面积 798亩，计划
工期 2024年至 2027年，由园区标准
厂房、无人机研发中心、低空飞行保
障及应急救援装备研制中心、中小型
分布式燃气轮机研发中心等组成。

园区项目一期施工划分为 A
到 F六个地块，施行滚动开发。A
地块设计综合楼 1 栋，厂房 7 栋，
在 2024年 2月下旬，A地块的基础
建设正式启动。“截至目前，我们在
3个月的时间里，已完成 A地块一
号综合楼的地下室开挖作业，目前
正在进行基础施工；二、三号厂房
的基础已经建成，目前正在进行厂
房主体结构施工。我们计划在今年
底完成 A 区综合楼及所有厂房主
体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A 区厂
房将建成 15 万平方米，并达到交
付使用条件。”绵阳航空与燃机配
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
期）负责人侯建春说道。

据介绍，该园区不仅建设标准
厂房，今后还会根据入驻企业需
求，“一对一”设计定制厂房，以及
配套用房、物流仓储设施等，让企
业轻装上阵、快速落地。目前已有
多家意向性企业，对未来“拎包”入
驻翘首以盼。
“项目建成后，将致力于围绕航

空领域，打造集产品原材料加工、产
品设计制造、研发试验、整机装备和
售后维修于一体的产业基地，带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加快形成航空
领域全产业链智造园区，推动绵阳航
空与燃机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助力绵
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侯建春
说道。

□何建平张舒迪本报记者吕婕

四川省绵竹市：

发展中药材产业 开出乡村振兴“千金方”

种植中药材，觅得“致富方”。近年
来，四川省绵竹市围绕发展现代产业、
打造特色品牌、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思
路，积极探索发展多元化的产业布局，
在巩固好传统农业产业的基础上，坚持
把中药材种植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抓手，切实将中药材产业发展转
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拔苗、装袋、搬运……近日，在广济
镇天平村，一畦畦长势良好的川芎散发
出独特的中药材香气，50 余名村民分
散在田间熟练地进行采收。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抢抓农时迎丰收的繁忙景象。

川芎是中医临床常用的一种药材，
除了能带来经济效益，其附属物就地还
田还能够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肥效。川
芎一般在水稻收获后种植，在水稻栽插
前收获，如此循环，既保证了粮食生产
安全，又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真正实
现了稳粮增收。
“我们采取一季水稻一季药材的

‘粮药轮作’模式，一共种植了 200余亩
川芎，从 5月中旬开始采收，到 6月底
结束，预计亩产在 2000斤左右。高峰期
在田里务工的村民达 100余人。”李怀
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寿霞告诉记者，今
年川芎的市场价为每斤 18元左右，她

家的川芎质量好、品质佳，深受收购商、
药材厂的青睐，销路一点也不愁。为了
带动周边农户种植川芎，促进增收，他
们还为村民提供种苗、化肥、技术，并以
保底价收购。

目前，广济镇已发展中药材 4000
余亩，主要分布在广济平坝种植区和金
花山区种植区。平坝种植区采用“药粮
轮作”模式，以种植川芎、麦冬为主，金
花山区主要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以黄
连、白芨、黄精等草本药材和黄柏、杜
仲、厚朴三木药材为主。

初夏时节，在玉泉镇玉江村的大邦
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基地里，一棵棵车前
子植株高大、茎叶饱满，细圆的穗子在
风中飘摇，远远望去，田野就像铺上了
一块绿色地毯。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
正忙着开镰收割、装运晾晒。

大邦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主要进
行车前子的种植技术研究、销售和加
工。今年，在玉江村共种植了 130 余
亩车前子，亩产将达到 400 斤至 500
斤。“车前子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
山区平地均可生长，其叶、茎、子均可
入药，是中药材市场的宠儿。”合作社
负责人黄邦建告诉记者，车前子种植
具有种植周期短、投资效益高、适应

性强等特点，还能将冬闲田充分利
用，提高土地附加值，是非常适合发
展的一项绿色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合作社带动大户和散户种植车前子
1700 余亩，主要分布在剑南街道、玉
泉镇、九龙镇、富新镇等地。小小车前
子已成为了村民的“致富草”。
玉江村的村民廖绩芳依托合作社

提供的种子、技术，种植了 1亩多的车
前子。近段时间，她忙完自己田里的农
活，便到合作社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帮
忙采收，还能学到种植、晾晒技术。“一

亩田的车前子能够卖 4000多元，再加
上在合作社每天能挣 100元，收入很可
观。”廖绩芳笑着说。
中药材种植让玉泉镇群众有“业”

可就、增收有“路”可循，成为村集体经
济增长、群众增收致富的一味“良药”。

近年来，绵竹市立足生态资源优
势，聚焦中药材产业发展，鼓励引导群
众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随着中药材种
植户越来越多，中药材产业发展红利惠
及到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
活力。

□李露平徐伦汧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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