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强化惠企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
兑现惠企政策资金 32.45亿元，惠及经营主体 3.2万户次

近日，“成都政策直通车·系
列新闻发布会”的首场发布会在
成都市人民政府举行。会上，成
都市发改委副主任向彬介绍了
成都强化惠企政策全生命周期
管理，提升惠企政策实施质效的
一系列务实举措。

据介绍，成都市发改委会同
相关部门在全面梳理分析近三
年全市惠企政策实施情况基础
上，制定了惠企政策全生命周期
管理办法，采取了前面提到的一
系列举措，现已经取得初步成
效。

在政策发布方面，成都发改
委于今年 5 月份编制发布了
《2024年成都市惠企政策机会清
单（首批）》，形成政策日历和兑
现计划。同时，深化“蓉易享”平
台建设，实现全量政策文件在平
台的集中发布，政策事项在平台
可“一键申报”。目前，平台共汇
聚有效政策文件 2100 余件，累
计上线可申报政策事项 2400多
项，总访问量达到 80万次。

在政策联审方面，目前已联
审市本级新出台的惠企政策文
件 11个。通过联审，政策的规范

性有效提升；政策“画像”精准
度、上线运行可操作性也有明显
提高；政策的资金可承载性比以
前更加明确；实施程序更加规
范；政策事项的申报审批环节平
均减少 2-3个；申报材料平均减
少 30%以上。

在政策评估方面，成都发改
委对全市 27个重点惠企政策文
件的落地效果开展了反向评估，
以走访座谈和调查问卷的形式向
1万余家企业收集政策兑现落实
的反馈情况。同时，还组织开展了
“局长、处长”走流程活动，通过模
拟企业身份的方式，对 522条政
策事项的申报兑现环节进行了体
验和评估。根据评估反馈的意见
建议，优化现行政策、出台缺位政
策、废止过时政策。
“截至目前，全市共实施惠

企政策事项 800多项，兑现惠企
政策资金 32.45亿元，惠及经营
主体 3.2万户次。”向彬介绍，根
据最近的调查，总体上企业对惠
企政策兑现落实情况表示满意，
现行惠企政策对解决企业困难、
改善经营状况、提振市场信心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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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9月 4日，由中国电子元件行
业协会主办的 2024中国电子元件
产业峰会在德阳文德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千余名业内知名企业代表以
及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共话新一代电子元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
达，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光强，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电子基础
处处长李婷，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二级巡视员廖先德，德阳市委副书记
罗文全，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当值

理事长陈卫东出席开幕式。
刘光强说，德阳因“三线建设”

立市兴市，产业基础雄厚，是中国
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全国三
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入选全
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百强城市、中国科技创新百强
城市。电子元件行业是电子信息产
业的基石，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4 中国电子元件产业
峰会的成功举办，必将为电子元件
产业注入澎湃动力、助推高质量发
展。当前，德阳正大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加快建设高端装备科技城。
德阳诚邀广大行业翘楚共同打造
产业合作新高地、共同探索政企投
融资新模式、共同拥抱数字经济新
蓝海，共同书写“双向奔赴”的精彩
篇章。

李婷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
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有力推
动了我国电子元件行业的高速发
展。接下来，要持续加强产业政策引
导，加大产业支持力度，深化国际交
流合作，共同推动电子元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

廖先德说，电子元器件产业是
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
近年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支
持以及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下，全省加快构建电子元器件产业
链，不断加大企业培育力度，产业发
展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将全面落
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快培育产业发
展新动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
动产业链深度融合，确保电子元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

陈卫东说，近年来，德阳高度重
视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已成为我
国西部地区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重镇
之一。希望此次会议能加强电子元
器件不同分支领域的横向交流，以
及上下游产业链不同企业之间的纵
向交流，共同打造“协同创新、竞合
共赢”的平台。

开幕式上，德阳市政府副市长

周杰作了德阳投资推介。开幕式前，
部分与会领导、嘉宾对 2024中国电
子元器件产业链协同创新展览会进
行了巡展。

据悉，本次峰会会期 2天，还举
行了 2024 年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
会电容器分会电解电容器专业年
会、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
器件与传感器分会年会暨 2024 传
感器产业高峰论坛、2024年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子变压器分会年
会暨高峰论坛、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协会电感器件分会第九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暨 2024 年电感器件分会技
术交流大会等四大主题平行论坛，
并同时举办 2024中国电子元器件
产业链协同创新展览会。

近年来，随着各重点企业扩产、
技改等项目相继竣工投产，德阳电
子信息产业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局
面，形成以集成电路、电脑连接器、
功率继电器、陶瓷电容、芯片封装
件、工业电源和电线电缆等产品为
主的产业特色。全市电子信息规模
以上企业共 80 户，2023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23.4 亿元，同比增长
16.2%；利润总额 12.6亿元，同比增
长 8.1%；利税总额 20.2 亿元，同比
增长 14.9%。2024年 1-7月，实现营
业收入 108.4 亿元，同比增长
14.7%；利润总额 4.7 亿元，同比增
长 27.8%；利税总额 7.1 亿元，同比
增长 46.0%。

近年来，内江市多维发力、
精准施治，切实推动为基层减负
可感可及、走深走实。

聚焦基层有感，抓实松绑减
负。出台刚性措施，制发《内江市
委组织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 12 项措施》，明确“主城区
调研一律不得用餐”等 16个不
得要求，严控数据上报、督查调
研、公务接待、建群组队等行为。
持续精文减会，打破干部、人才、
基层党建等业务条块限制，坚持
能并尽并、能套尽套、能减尽减，
高效统筹安排，会议同比减少
53%，发文同比减少 33%。推进考
核统筹，将组织系统对县（市、
区）的所有考核整合到年度绩效
考核中，明确非必要不报送自查
材料、不开展实地考评，2024年
申报考核事项同比减少 75%。

聚焦治理有效，推动赋权提
能。推进赋权减证，梳理和收集
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村
（社区）没有能力核实的证明事
项，清理规范村（社区）证明事项
16项。强化力量配置，常态化运
行街道社区党建联席会议，街道
“大工委”及社区“大党委”分别
吸纳兼职委员 71名、1091名；按
照城镇常住人口配备标准，全市

统一选聘 36 名社区专职工作
者，增配社区工作者 711名。提
升整体效能，开展软弱涣散村
（社区）整顿提升攻坚行动，整顿
升级 51个软弱涣散村（社区），
推动村“两委”履职能力有效提
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不断增强。

聚焦担当有为，强化正向激
励。从严规范借调基层干部，严
格干部借用纪律，规范借用审批
程序，2024年全市共清理借调乡
镇（街道）工作人员 216名，着力
保证基层工作力量。畅通基层干
部成长渠道，制发《关于进一步
畅通村（社区）干部成长通道的
通知》，打通进入公务员队伍、事
业人员队伍、乡镇领导班子渠
道，今年以来，从符合条件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中专项招聘
事业人员 9名。激发干事创业动
力活力，推动各县（市、区）年度
考核优秀比例向乡镇（街道）倾
斜，去年以来，上调年度考核优
秀比例乡镇（街道）共 39 个、占
47%，及时奖励 14批次在农业农
村、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基层干部 208名、占总奖
励人数 84.2%。

王新洲

□李洋叶南君本报记者吕婕

眼下正是玉米丰收的时节，
绵阳市游仙区 14.9 万亩玉米陆
续成熟进入收割期。

近日，记者走进游仙区仙鹤
镇石龙村的玉米地，看到一排排
玉米整齐挺拔，沉甸甸、黄灿灿
的玉米苞煞是喜人。玉米收割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摘棒、脱粒，一
气呵成，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
玉米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又到一年丰收季了！”种植

大户杨彩利站在自家 200 多亩
的玉米地旁，满脸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以前人工收割，要耗上一
周的时间，现在有了收割机，两
天就能搞定，真是省时又省力！”
杨彩利介绍，收割后的玉米将直
接运往烘干房进行烘干储藏，等
待最佳时机售出，确保收益最大
化。

仙鹤镇作为现代农业的先
锋，今年以来大力推动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农业新技术的引
进，随着秋收大幕的拉开，该镇
积极响应种植户需求，强化农
机社会化服务能力，确保每一
粒粮食都能顺利归仓。同时，该
镇还注重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推
广。每年农忙时节，都会邀请
市、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为种植户提供科学种植指导，
助力增产增收。

近年来，游仙区持续加大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农作物绿
色防控管护、提升机械化耕作水
平，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
动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上，游仙区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
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让金色的
玉米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让丰收的喜悦传遍每一个角落。
据统计，目前游仙区玉米机械化
收割率已达到 40.54%，且仍在稳
步上升中。

□邓淅本报记者黄韬文 /图

近日，记者从南充市营山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持续推
进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念好“三
字诀”，筑牢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防
线，保障群众用械安全。
“谋”字为先，实施靶向性监管。

结合实际，聚焦乡镇、城乡结合部等
重点区域，围绕民营医院、乡镇卫生
院、村（社区）卫生室及既往发现问
题较多的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单
位，盯紧无菌、植入、介入和人工器
官类医疗器械，医用氧、急救医疗设
施设备，需要冷冻冷藏的医疗器械
和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细化工
作方案，强化局机关、执法大队、基
层所统筹协调，按照属地监管原则，
指导全县 315家医疗器械经营使用
单位对标对表逐项完成自查整改。
“实”字当头，开展合规性监管。

结合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日常监管和

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四查四看”，对
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进行全面检
查。一查证照资质，看是否存在超范
围经营情况；二查医疗器械购进、验
收台账记录，看是否做到票账物相
符；三查医疗器械经营使用情况，看
是否存在经营或使用超过有效期限
的医疗器械；四查医疗器械日常管
理情况，看贮存养护管理是否到位，
储存条件是否符合产品标签和说明
书的要求。截至目前，检查医疗器械
经营使用单位 252家次，立案调查
医疗器械违法违规案件 12起，处罚
款 6.21万元。
“联”字托底，强化服务性监管。

一是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现场点
对点地指出问题，并开展“回头看”
工作，消除风险隐患问题 15个。二
是强化与各医疗机构面对面沟通，
核实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开

展情况，以查促帮、以查促改，提升
监测报告数量和质量，指导医疗机
构上报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211 例。
三是充分利用“3·15”消费者权益
日、药械安全宣传等活动，把安全用

械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利用 LED显
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126 条、发
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设置咨询台
提供用械咨询服务 300余次，指导
安全合理用械。

内江市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
让基层减负可感可及

绵阳市游仙区：

机械化收割
助力 14.9万亩玉米“颗粒归仓”

聚链协同智领未来
2024中国电子元件产业峰会举行

南充市营山县：
念好“三字诀”加强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管

近日，广安市广安区园林工人利用洒水车，对滨江路行道
树和绿化带苗木进行浇水“解渴”。

7月下旬以来，广安区连续出现高温干旱天气。为确保城
区绿植安全度过高温“烤”验，广安区园林所每天早晚及夜间出
动洒水车和园林工人，对主次干道行道树、绿化带及公园绿地
苗木进行浇水抗旱，巩固城市绿化成果。

特约记者张国盛摄

抗旱保苗
守护城市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