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 06 2024年 8月 30日
责任编辑魏毅欣 版式肖琴 校对张天一

日前，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提出了 22
项政策措施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对相关补贴政策
予以全面优化升级。

加大设备更新支持力度

在加大设备更新支持力度方
面，《措施》指出，支持工业领域开展
大规模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从
2024 年 7 月 24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每年安排 30亿元对工业领
域设备升级、智改数转、绿色低碳、
安全生产、微技术改造等项目予以
支持。
《措施》明确，支持老旧营运船

舶报废更新和新购置客渡船舶、老
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对报废并更
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货车平均每辆车
补贴 8万元；对无报废只更新购置
符合条件的货车，平均每辆车补贴
3.5万元；对只提前报废老旧营运类
柴油货车的，平均每辆车补贴 3万
元。提高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

更新补贴标准，包括推动城市公交
车电动化替代、对更新车龄 8年及
以上的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平
均每辆车补贴 6万元等内容。其中，
对新购置氢能源城市公交车按其实
际售价的 10%给予一次性配套补贴
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台。

同时，还要支持农业机械报废、
建筑领域重点设备、教育领域重点
设备、文旅领域重点设备、医疗领域
重点设备更新以及加大设备更新融
资支持。

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在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方
面，《措施》明确，实施汽车报废更新
补贴、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
补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以
及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2024 年 4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
2018年 4月 30日前（含当日）注册
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纳入
《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
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升

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贴标准
提高至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贴 2万
元、购买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
用车补贴 1.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措施》提升了
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2024
年 8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个人消费者转让名下四川号牌
新能源乘用车或燃油乘用车，并在
省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或 2.0升及
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新车，新车在
省内登记上牌并为非营运性质的，
分别给予 1万元、0.7万元一次性定
额补贴。

此外，四川还将实施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补贴。2024 年 8 月 26
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对个人消
费者报废本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
并购买和登记符合有关规定的电动
自行车新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15%予以补贴。

就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来说，此
次纳入补贴的品类也大幅扩容。
2024 年 8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冰
柜）、洗衣机（干衣机）、电视、空
调、电脑、热水器等 16 类家电产品

的予以补贴。对 1级及以上能效或
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
销售价格的 20%，2 级及以上能效
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
品销售价格的 15%，没有规定能效
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
品销售价格的 15%。每位消费者每
类产品可补贴 1件，每件补贴不超
过 2000元。
《措施》还指出，四川将发放家

居家装焕新消费券，对 12类旧房装
修、9 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 6 类适
老化改造产品，按不超过 30%的优
惠比例分批分类分档发放消费券；
并支持再生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

为激发消费活力，四川还将实
施消费信贷财政贴息。今年 4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银行机构向
省内居民发放 1年期及以上，且贷
款用途为汽车购置、电子产品、住
房装修、家电家具耐用品 4 类商品
线下消费贷款，财政部门按照年利
率 1.55%、单笔不超过 3000 元，给
予居民 1年期一次性贴息，居民在
全省范围最高可享受 2 笔贷款贴
息支持。

越捷航空于 2024 年再次跻
身越南《福布斯》杂志“越南 50强
上市公司”榜单。越捷航空曾在
2023 年以约 170 亿元人民币营
收在本榜单中排名第五，同比增
长 45%。2024年上半年，越捷航
空取得骄人业绩，营收同比增长
15%。

目前，越捷航空开通了从上
海、成都和西安到越南最大经济
和旅游中心胡志明市的直飞航
线，为中国游客及亚太地区旅客
提供实惠方便的出行选择。未
来，越捷航空将继续扩大机队规
模和拓展航线网络。

李华

当下，绵阳市平武县 18万亩核
桃已进入采摘期。连日来，村民们打
核桃、捡核桃、装核桃，一派喜人的
丰收景象。

走进平武县江油关镇党家沟
村，放眼望去，连绵不断的核桃林郁
郁葱葱，交错掩映的枝丫上挂满了
沉甸甸的核桃。村民曾志明的核桃
地里，一颗颗青绿浑圆的核桃挂满
枝头，核桃园里不时传出竹竿敲打
核桃清脆的声音，地上落满了绿油
油的青皮鲜核桃，曾志明正在忙着
分拣、装袋。

据了解，平武县境内气候、土壤
适宜核桃树生长，产出的核桃果大、
壳薄、仁黄、质优、无公害，口感脆
爽、清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
睐。此外，平武核桃还通过了中国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 A 级绿色食品认
证，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

“核桃树，发财树，让农民走上
致富路。”曾志明望着自家一棵棵挂
满果的核桃树，笑着细数今年核桃
收入账。据介绍，他共种植了 40亩
核桃，预计可收 3万余斤脱皮核桃，
按照每斤 4元的价格计算，预计总
收入在 10万元左右。下一步，他还
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并进行品种改
良，大力发展品质更高的紫皮核桃。

随着这几年种植核桃带来了不
错的收益，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慢慢
有信心了，都跟着开始种核桃。全村
现种植核桃 1000余亩，每户年增加
收入 1万余元。

江油关镇是“平武核桃”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地和
县内核桃主产区，通过多年发展，镇
域内核桃种植面积 3.2万亩，绝大部
分进入盛产期，年产量 1.2万吨，产
值达近 8000万元。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
先。”眼下，在贵州省岑巩县各
地，4 万余亩制种水稻正陆续开
镰收割。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
气，利用机械化作业提高收割效
率，确保“颗粒归仓”。

走进岑巩县天星乡地城村
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只见连片的
稻穗在太阳下泛着金黄，农机手
驾驶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种子收割、稻秆粉碎、种子装
袋一气呵成，村民们忙着将收割
好的种子进行测产，随着测量结
果的出现，农户脸上都是止不住
的笑意。
“作为村里的一员，今年我

种了 140多亩制种水稻，亩产达
到 250公斤以上，实现了高产。”
岑巩县天星乡地城村水稻制种
示范基地技术员高祚平介绍，今
年父本、母本花期相遇，这是贵
州筑农高科种业有限公司科研
团队多年科研成果的体现，再加
上农业局的大力支持，基地配备
了生物防治、智慧监测等设备，
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依托“公司 +基地 +农户”
生产模式，岑巩县建立全流程技
术服务保障，打造“订单种植 +
标准化生产 +统购统销”产业链
条，通过订单生产、土地流转、劳
务就业实现制种增产增收，同时
也为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服务
和技术支撑提供保障。
“为做好技术服务，公司专

门成立了 19人的制种工作团队，
每年水稻制种开始后，技术员会
在各个基地根据科研部制定的
技术方案进行全程技术跟踪，保
证每个关键环节不出错。”贵州
筑农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云岳说。

同时，水稻制种的烘干工作
也变得更加高效，基地当天收割
的种子不时便被送到附近的水
稻制种烘干车间进行处理，机械
烘干已经取代了传统晾晒方式。
目前，全县已建成乡镇产地加工
服务分中心 11个。

除水稻制种烘干中心外，岑
巩县还建成智慧稻田物联网监
管系统，集气象警报、虫情测报、
图像视频采集等功能于一体，实
现了制种监管信息化。
“我们站所负责的是技术服

务和质量检测，该系统的建成，
让我们可以直接在系统上监测
制种水稻长势，接收技术员反
馈，及时发现问题，保障种子质
量安全。”岑巩县农作物种子站
站长蒋大勇介绍，制种装备提档
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种业
基础不断夯实。
“目前，天星乡水稻制种面

积为 4042亩，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前期统筹了部分物资对种植
户进行发放。”天星乡副乡长杨
波说，各方面保障让百姓发展水
稻制种产业充满信心。

为推动水稻制种产业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岑巩县加快推
进水稻制种产业领域科技创新、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科研平台
建设，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服
务能级，以配套设施、政策性保
险、信息监测等为着力点，打造
水稻制种规模化、标准化基地。
充分发挥制种大县奖励政策优
势，强优势、补短板，加快推进现
代化种业基地建设。

2024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
积辐射 10个乡镇 1个街道，预计
总产量 870万公斤，产值 2.4亿
元。 何小雨杨瀚东

德阳市旌阳区：

鲜枣获丰收 枣农采摘忙

眼下，正值鲜枣采摘时节。8
月 28日，天刚亮，在四川省德阳
市旌阳区双东镇东美村东美枣
科普示范基地里，枣农们手提篮
子、背上背篼忙着采摘。不久，一
拨接一拨的市民、游客也纷至沓
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自 8月中旬以来，鲜枣陆续
成熟，进入采摘季。当天上午，记
者在该基地看到，一人多高的枣
树上，一串串的枣子压弯了枝
头，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里的枣子很巴适、很好

吃，脆甜可口。”德阳市民刘飞翔
带上妻子和女儿前来采摘鲜枣，
他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满脸的
喜悦。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面积达
300余亩，在双东镇绿色枣专业
技术协会的指导下，不断改良种
植方式，引进“红色纳米硒”营养
剂，提升了枣子的品质，促进了
枣子丰产丰收，今年预计总产量

将达 25吨。
“东美枣的当家品种 3个，示

范品种 8个，还有 2个新品种正
在培育中。”据该协会会长唐永
芳介绍，协会成立于 2013年，先
后荣获“国家科普示范基地”“国
家示范合作社”“四川省科普惠
农优秀农技协”“四川省绿色生
态富硒农产品”等国家和省、市、
区 20余项荣誉。如今，该协会充
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种枣农
户提供种植技术培训和生产销
售服务，带动周边近 600户农民
增收致富。为促进销售，该协会
以“枣”为媒，通过举办采摘活
动、现场直播等形式，扩宽特色
鲜枣的销售渠道。

谈及下一步打算，唐永芳表
示，协会将继续念好“种枣经”，
培育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擦亮
“东美枣”品牌，完善枣业产业
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甜蜜”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渝川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贵州省岑巩县：
强科技重品质提单产
助推水稻制种“稳粮仓”

越捷航空 2024年再度荣登
“越南 50强上市公司”榜单

成都、上海、西安、重庆已开通
与越南胡志明市的直飞航线

四川每年安排 30亿元
支持工业领域设备升级改造

□本报记者胡斌

核桃迎 景 新品销量好
□王馨冉金鹭金伟本报记者魏彪吕婕文 /图

秋 收 时 节 核 桃
香，家家户户收获忙。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
朝天区和绵阳市平武
县的高山核桃喜迎丰
收，村民正采摘收获
“致富果”。漫山遍野
的核桃林里随处可见
村民忙碌采收的身
影，处处呈现出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连日来，广元市朝天区沙河
镇的六万余亩核桃迎来采摘季。
走进沙河镇罗圈岩村核桃丰产示
范基地，只见一颗颗翠绿浑圆的
核桃沉甸甸地挂满枝头。随着竹
竿的不断敲打，核桃“噗噗”地从
枝头落下，不一会儿，地面上就铺
满了青绿色的核桃，村民们分工
协作，将地上的核桃捡拾起来并
装袋。
“今年核桃又丰收了。”村民

何道华满脸喜悦地算了一笔账，
“我们种了 7亩核桃，今年总产量
2000多斤，能收入 2万元左右，
像我这个年纪，出门打工也不现

实了，就靠着这些核桃树赚点零
花钱，日子巴适得很啊。”何道华
已是古稀之年，但每年核桃丰收
季他都没闲着，背着满满一背兜
核桃，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在罗圈岩村，核桃树就是村
民们的“摇钱树”。“我们村从
2002年开始种植核桃，基本上每
家每户都种，现在全村核桃种植
面积有 6000余亩。”罗圈岩村党
支部副书记侯明堂自豪地介绍，
“今年核桃的品质更优，特别是
‘蜀朝 2号’深受市场青睐，刚打
下来就被一抢而空，连带着老百

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沙河镇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持续做优做强沙河
核桃、樱桃两大“招牌”农业产业，
全力打造罗圈岩、望云等核桃示
范基地，并不断优化核桃管理方
式，增加核桃产量，助力群众增
收。截至目前，全镇核桃种植面积
6.8万亩，累计完成品种改良 6000
余亩，年产量达 1.05万余吨。

核桃产量高，销售也不愁。
“今年这些核桃口感好、肉质细
嫩，有清香味，特别是这个‘蜀朝
2号’，个大壳薄、果仁饱满，整仁
率可达 95%，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收购商何昌生正忙着称
重，他告诉记者，沙河核桃品种改
良后，非常抢手，他准备收购 15
吨核桃，运往成都、绵阳、陕西等
地进行销售。
“我们将大力推广机械化采

收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确保
核桃颗粒归仓，迅速变现，鼓足群
众钱袋子，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沙河镇副镇长刘成志介绍，该镇
将进一步加强与科研机构研发合
作，引进经济效益更高的核桃新
品种，优化核桃管理方式，增加核
桃产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有效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广元市朝天区：

绵阳市平武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