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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记者叶昊鸣）记者 10 月 31 日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
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物流
总额为 258.2万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5.6%。

从构成来看，农产品物流总

额 4.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增长 3.4%；工业品物流总额 227.7
万亿元，增长 5.6%；进口货物物流
总额 13.7万亿元，增长 4.2%；再
生资源物流总额 3.5 万亿元，增
长 10.1%；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
额 9.1万亿元，增长 7.6%。

前三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
为 13.4万亿元，同比增长 2.3%。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
为 14.1%。从构成来看，运输费用
7.5万亿元，增长 2.7%；保管费用
4.3万亿元，增长 1.9%；管理费用
1.5万亿元，增长 1.7%。

前三季度，物流业总收入为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
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2024年前三季度，物流运行

总体平稳，供需适配能力持续增
强，运行效率稳步改善。”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说。

近日，四川省绵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科技城新区分局协同政
务服务中心、人社中心、税务局、
消防等相关部门开展“万人进万
企纾困促发展”企业走访活动，
重点围绕“全民讲质量”、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产权及公平竞争政
策等内容，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
研等方式，积极为辖区企业提供
服务，全力纾困解难。

解决企业提出的“面上问

题”，需要找准企业发展中的“里
子问题”。走访过程中，各部门积
极联系对口服务企业，了解其生
产经营、信用修复、知识产权、质
量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难题，并针
对症结、瓶颈深入分析研判，找
准破题路径。同时，绵阳科技城
新区还聚焦各经营主体的多种
需求，携手相关领域专家，实施
“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的精准
帮扶。

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绵阳科技城新区
正持续开展“万人进万企 纾困促
发展”活动，用心用情为企业服
务，进一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优
化营商环境，为全区高质量发展
清障护航。

据了解，自“万人进万企 纾
困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绵阳科
技城新区相关部门已走访企业
178户，开展政策培训 10次，发放

宣传资料近 600份，解决各经营
主体困难诉求 40余条。

下一步，绵阳科技城新区将
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提升
服务实效为目标，常态化开展助
企走访活动，持续做好“宣传员、
联络员、帮办员、督办员”，将“万
人助万企”活动走深走实，以实
干精神解企业之困、稳发展之
势，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怀仁街道的颗颗樱桃如红宝石

般点缀于绿叶之间，带来甜蜜的问
候；文宫镇的枇杷挂上枝头，金灿灿
地闪耀着；曹家镇的香梨唤醒了味
蕾的记忆；方家镇的李子一筐筐装
满货车，运往市场；禾加镇的新品种
葡萄挂满枝头；宝马镇的柿子点亮
了秋景；板桥镇柑橘丰收，处处是采
摘、搬运、整理的忙碌画面；汪洋镇
连片的柚子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
实，阵阵清香扑鼻而来……

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的城
市与乡野间，不同的水果轮番登
场，绘出了一幅幅生动而美丽的丰
收图景。

立足产业优势，近年来，仁寿县
充分发挥成都正南第一城的区位交
通优势，紧扣成渝城市群的消费新
趋势，找准农业产业突破方向，大力
发展水果产业，形成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格局，
绘出共“富”好“丰”景。

甜香四溢 水果种植遍地开花

近日，记者在板桥镇看到，一个
个果园里柑橘飘香。今年第一批爱

媛刚刚成熟，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
商家前来收购，一辆辆大货车装满
丰收的果实，将当地的美味运往全
国各地。
“我们这里非常适合柑橘生长，

成熟的果实甜美多汁，深受消费者
喜爱。”板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该镇柑橘种植面积达 1.8万余
亩，亩产量达 6000斤。

为了不断壮大柑橘产业，板桥
镇还鼓励新型职业农民成立专业合
作社，实现抱团发展，并通过兴办采
摘节、品鉴会、美食文化活动等方式
吸引游客现场采摘、品尝，提高品牌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柑橘只是仁寿县众多优质水果
中的一种，近年来，该县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优势，科
学布局、引企引智、标准建设，以系
统化思维，分步骤打造文宫枇杷、曹
家梨、仁寿柑橘等为代表的“仁寿
果”，通过引进国内外优质果树品种
和技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改
良，实现了从单一传统水果向多样
化、高品质水果转型的成功跨越。

同时，该县还加大对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改善灌

溉系统、修建产业道路等举措，极大
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二次加工 提质增效供应市场

一个个水果随着传送带不断移
动，在经过多个环节后，到达预设的
位置……10月中旬，记者走进位于
仁寿经济开发区的川果智慧冷链物
流中心的分选车间，忙碌而有序的
生产场面映入眼帘，现代化的设备
在人工的辅助下，为水果分选“保驾
护航”。

该物流中心生产线负责人介
绍，今年已经陆续有芒果、石榴、西
梅、葡萄、柑橘等水果从产地发回中
心，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分选。

分选完毕后的水果会行至以人
工为主的包装线上，进行套袋、装
箱、封装、贴标等程序，最终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运
送到大型商超和顾客手中。

先进的冷链物流技术不仅保
障了水果的新鲜及质量溯源，提高
了水果的供应链管理水平，还解决
了果农的销路问题，提升了水果的
价格。

依托川果智慧冷链物流中心，
借助水果产区优势，瞄准新质生产
力，下一步，仁寿县还将不断强化现
代农业科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
建“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
格局，有效延伸水果产业链条，让更
多的“仁寿果”出川、出国，促进水果
加工产业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标准
化发展。

农旅融合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着眼市场需求，仁寿县不少乡

镇依托水果产业，因地制宜，以农旅
融合发展路径，助推产业兴旺，赋能
乡村振兴。

每年春天樱桃成熟之际，是仁
寿县怀仁街道樱桃基地最热闹的时
节。明媚阳光下，一颗颗樱桃晶莹剔
透，家家户户的果园里，三五结对的
游客们沉浸在摘樱桃、吃樱桃的乐
趣中，处处都是欢声笑语。

长期以来，怀仁街道充分发挥
产业、生态、区位的综合优势，以市
场为导向，不断提升樱桃品质，推动
农旅融合，打造了集樱桃采摘、休闲

观光、亲子互动、原生态乡村生活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持续推动
樱桃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体验式观光旅游的兴
起，和春天的樱桃一样，夏季的葡萄
也是游客最喜欢采摘的水果之一。
“今年是我们葡萄园对外采摘

的第一年，每天都接待不少游客，大
部分人还加上了联系方式，在线上
多次购买。”仁寿县禾加镇黄坡社区
一葡萄采摘园负责人聂水超说，园
内种植的 20 余亩葡萄都是阳光玫
瑰，今年第一年挂果亩产就达到了
4000斤。

看好农旅融合发展前景，2023
年，聂水超回到禾加镇种植阳光玫
瑰，并采用“游客自采 +代采邮寄”
的模式进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为
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葡萄园体验采
摘的乐趣，前期，聂水超尝试利用社
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发布精美的图
片、视频等进行宣传推广，在“开园”
时还设置免费品尝、抽奖等活动，最
高峰一天吸引了 800余名游客前去
采摘。

以点带面，近年来，仁寿县水果
产业布局日趋完善，陆续打造了“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同时，合理开发利
用当地旅游资源，逐步形成“以农促
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郭侨刘润红潘帅本报记者王金虎文 /图

眉山市仁寿县：

小水果绘出共 好 景

广元市朝天区：

林下种植中药材
为群众开出致富良方

“这块地的杂草和枯枝都要清理
干净，后面也要栽上药苗。”“种苗要
按大、中、小分类，不要混栽。”“栽种
的时候把淫羊藿的根系舒展开，把表
面的土压实。”……近日，四川省广元
市朝天区曾家镇前卫村的淫羊藿种
植园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正在树林
间整地、除草、栽植淫羊藿。
“淫羊藿又名仙灵脾、三枝九叶

草，全草供药用，市场前景非常广
阔。”曾家镇前卫村党支部书记焦中
宝介绍，淫羊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植株高 20—60厘米，具有较大的药
用价值，一年可收获两季。

林下种植中药材的项目落地前
卫村，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
前卫村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
了群众的收入。
“10 月 18 号我们就开始在种植

园干活了。”村民李永堂高兴地说，
“自从村里开始发展淫羊藿产业，像
我这样不方便外出务工的村民都来
种植园干活挣钱，林地入股还能分
红，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据了解，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收
入，增加群众收入，曾家镇前卫村于
今年 6 月份开始实施林下中药材种
植项目。共采购 80万株淫羊藿种苗，

采用“村集体经济 +农户”模式运行，
其中，集体经济 70%的收益用于全村
产业发展，30%则分配给村民作为林
地入股的分红。
“大家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很高，

每天都有五六十位村民在种植园忙
碌。”焦中宝说，前卫村今年计划栽植
淫羊藿 100亩，目前已组织村民完成
50亩左右，按照目前市场行情，每亩
收益大概 2万元，能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 100余万元。

自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启动以
来，广元市曾家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
员会派驻前卫村的工作队与村“两
委”紧密配合，围绕抓党建、促发展等
重点工作任务，推动精品民宿和农家
乐建设，并新建了两处安全饮水工
程，解决了 300余人的饮水问题，同
时引进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为该村
的产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下一步，曾家镇前卫村驻村工
作队将结合职能职责，密切配合村
“两委”、村组干部不断做好林下中
药材项目后续除草、施肥等相关管
护工作，并积极拓宽销路，推动产业
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实现村集体
经济与群众双赢，加快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

□冉金鹭陈星宇本报记者魏彪

前三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 250万亿元

绵阳科技城新区：
“零距离”为企业纾困解难

□戴旖本报记者吕婕

近段时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
贯洞镇样洞村今影侗寨的芦笙制作进入生产旺季，芦笙制
作手艺人们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满足市场需求。

侗族芦笙制作技艺于 2019年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样洞村今影
侗寨依托芦笙制作手艺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芦笙产业，
使其成为当地经济创收的主导产业，被誉为远近闻名的
“芦笙第一寨”。 特约记者吴德军摄

芦笙制作
富农家

本报讯（记者李艳）近日，记者从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广西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近年来，广西持续发挥资
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作用，引导企业
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以及各类信
用债券直接融资。2024年前 9月，广
西企业直接融资发行规模 1622.2亿
元，同比增长 34.58%。其中发行股票
融资 43.4亿元，同比增长 36.41%，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5.27个百分点，融
资规模排全国第 12位、西部第 3位。

据统计，截至 2024年 9月末，广
西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53家；私募基
金管理人 77家，管理基金规模突破
1450亿元，是 2020年末的 2.8倍；期
货交割库 36家，较 2020年末翻了一
番。2023年“保险+期货”项目累计保
障 93.55亿元的农产品现货价值，惠
及农户 4 万多户次及 200 多家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承保货值规模排
名全国第一。

近年来，广西不断健全资本市场
政策体系，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动
广西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西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等资本市场综合性政策文件，并
在细分领域制定出台《广西扩大企业
信用类债券资金使用三年行动计划》
和《广西完善地方增信机制扩大产业
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三年行动计划》，
有力推动了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率
先在全国省级政府层面出台《开展期
现结合服务广西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建设实施方案》，助推期货市场高质
量发展。

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方面，
广西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
服务广西基地、深圳证券交易所广西
基地、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系
统广西服务基地。高质量建设广西区
域性股权市场，推动设立区域性股权
市场“专精特新”专板，获批开展区块
链建设试点，并联合全国股转公司建
立三板四板衔接挂牌“绿色通道”。建
立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东盟大宗
商品期现结合服务基地，推动上期所
建设“中国—东盟有色金属基差贸易
专区”。今年以来，广西整合上述证券
期货交易所广西基地和市场机构资
源，合力建设广西资本市场服务基
地，集聚机构、人员、资金、项目、政
策、服务六大要素，打造广西资本市
场服务主阵地。截至 2024年 9月，广
西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已经举办大型
活动 24场，服务企业超过 900家次，
培训人员超过 1500人次。
在加强资本市场服务方面，广西

创新方法，把政策和服务“送上门”，
创设“资助千企”金融八桂行服务品
牌，组织证券交易所专家和市场机构
专家深入南宁、桂林、梧州等多个设
区市开展资本市场服务；通过带领干
部和企业“走出去”、推动服务“便利
化”、营造资本市场“好氛围”等举措，
让便利政策和服务直达企业，增强企
业运用资本市场的意识和能力。

广西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前 9月企业直接融资规模达 162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