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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欧阳亚丽

12 月 6 日，西成高铁开通了！当
日，广元就迎来了成都、西安两地的高
铁旅游首发团。借力西成高铁开通，我
市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极。

今年 1—10 月，全市五大特色优势
产业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515.77亿元、同
比增长16.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民
融合产业成效喜人。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产业发展，
始终把产业作为跨越转型的最大支撑，
扎实推进工业、旅游业、农业等优势产
业发展。

旅游业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低碳试点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城市，全国首批 28
个、四川唯一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
地区；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1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16个；

古蜀道文化、三国文化、女皇文化、
红军文化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完美
结合......

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
厚重的历史文化。

这里，是广元。
12 月 6 日，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广元至西安的车程缩短至2个半小

时以内，广元到成都 2 小时内便可达
到。广元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体现，和成
都、西安等省会城市更加紧密地串连在
了一起。西成高铁的开通，将为我市旅
游业带来新的增长极。

近年来，我市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景点景区打造日趋完善。另一方面，我
市继续在创新旅游产品等方面着力。
剑门关景区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剑门蜀
道翠云廊自驾车度假营地、剑门关低空
旅游、剑门鸟道二期、嘉陵江红岩港腾
胜1号游船、漫天岭滑草场、女皇温泉中
医理疗产品等旅游新产品应运而生，极
大地提升了旅游景区的吸引力。

同时，我市还根据特色文化开发出
系列旅游商品，剑门神木、剑门青瓷、真
丝织锦等旅游商品“十大系列”300 余
种。麻柳刺绣、新元牌天然蚕丝被被评
为广元市优秀旅游产品。

旅游，已经成为我市一张靓丽的名
片。

五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力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我市坚

持以工业强市为引领，深入推进优势资
源向优势产业转化，形成了食品饮料、
新（型）材料、清洁能源化工、机械电子、
生物医药五大特色优势产业以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军民融合两大突破性发
展产业。

今年 1—10 月，全市五大特色优势
产业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515.77亿元、同
比增长16.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民
融合产业成效喜人。

而今，我市已逐步形成生猪—冷鲜
肉、低温熟肉制品—罐头、红肠、肉松，
猪副产品—肠衣、肝素钠等10余个较为
完善的食品饮料产品链条；初步形成以
水电、天然气等优质清洁能源为主体，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长足发展，煤炭生
产利用清洁高效的能源产业格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位于
剑阁县的四川兴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系
国内最新一代锂电新能源领域唯一拥
有从“锂矿开采—锂电池正负极材料
—锂电池产品成品”完整产业链的企
业。

此外，已形成电子装备整机、平板
电视、铝产业和新材料四大军民融合主
导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了产业规模壮大
和转型升级。

六大特色农业产业已具规模
11 月 17 日，第五届四川农业博览

会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开幕。
广元有 56 家企业 320 余种特色农产品
亮相农博会。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良的自然条件
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优质粮油、生态
畜禽水产、高山绿色果蔬、特色山珍、富

硒富锌茶业、道地中药材六大优势特色
产业。

目前，全市建成粮油高产创建示范
片 50万亩，种植红心猕猴桃 46.2万亩、
富硒富锌茶叶46.3万亩、苍溪雪梨15万
亩、商品蔬菜65.1万亩、中药材85万亩，
年出栏生猪、肉牛羊450万头（只）、土鸡
2130 万只，年产水产品 5.25 万吨，栽培
食用菌3.14亿椴（袋）。

同时，发展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
500余家，开发了猕猴桃、茶叶、黑木耳、
核桃等 13个大类、80个小类、上千种产
品。营销推广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和绿
色生态品质的“广元七绝”和剑门关土
鸡、广元高山露地蔬菜、“两湖”有机鱼

“7+3”优势特色农产品，创建中国驰名
商标 6 个、四川著名商标 28 个、四川名
牌25个。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还催生了京东
广元馆、四川华朴、广元七绝商城、海伶
山珍等一大批农村示范电商，年销售额
突破10亿元。

农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
市已建成现代农业园区85个,核心区总
面积 88万亩，其中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7
个，数量居全省第一，苍溪建成国家级
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市贫困村建设村
特色产业示范园 825 个、面积 13.47 万
亩，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
越。

“三产”发力明天更好
——我市产业发展综述

曾经崎岖难行的蜀道已不见踪影，高速发展的广元道路变迁，这是笔者拍到的京昆高速，西成高铁，宝成铁路，108国道
交汇的场景。 陈平 摄

□四川日报评论员

方向明确，纲举目张。科学而具体
的工作部署，是有效行动的前提。省委
十一届二次全会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
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结合
我省实际从六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和
具体安排，把十九大精神在我省落实落
地落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全省上下
务必找准着力方向，抓准发展重点，把
中央和省委确定的重大部署一项一项

落到实处，不断开辟我省发展新境界。
最好的发展，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

振；最好的思路，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央
精神，并将中央精神在地方具体化。党
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对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全面部署，勾
画了战略重点，明确了重大举措，全面开
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
程。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基于这一时代
要求，紧密结合我省实际，作出了六个方

面的工作部署，明确了非常具体的对策
措施，为实现“一个愿景、两个跨越”宏伟
蓝图、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划定了
发力重点，提供了重要支撑。

把党的十九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部署在四川具体化，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就要准确把握省委
确定的六个方面工作的具体内涵，抓
住重点，精准发力，力求突破。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经济强省
建设步伐， （紧转A2版）

切实推动重大部署落地落实
——六论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

今日蜀道

云雾缭绕，绿意盎然，高山云雾出好茶；林木葱
茂，生态宜人，畜禽养殖富乡邻……群山环抱、山水
相依的青川县蒿溪回族乡，空气格外清新。

蒿溪是名符其实的茶叶之乡，青川县获评绿色
食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0.8万亩，蒿溪就
有25000余亩。“结合自身生态优势和茶旅融合发展
机遇，我们确定了蒿溪的发展思路——打民族牌，念
茶叶经，走生态路。”乡党委书记柳桂珍说，乡党委政
府以脱贫攻坚为契机，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绿色崛起之路，初步统计，2017年全乡农
业人口人均纯收入可达11490元。

夯实基础设施 生活条件大改善
平坦的水泥路在茶园里蜿蜒，不仅道路拓宽，还

加装了防护栏；站在观景平台上，数千亩的茶园尽收
眼底，虽是寒冬，仍满目皆绿……

为彻底改变群众行路难、饮水难、发展难等困
境，蒿溪乡紧抓脱贫攻坚战略机遇，夯实基础设施建
设，大抓道路改善、设施完善。

2017年，该乡积极争取扶贫资金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地坪茶园生产道路加宽项目，新建地坪村
观景平台、便民桥、人饮工程渠堰，新建炭河村S105
省道至唐神坪通社公路 1.2公里，新建仙雾茶场、向
阳茶场通社公路 3.5公里；争取 18万元财政奖补资
金实施户办项目，新建地坪、炭河、光辉人饮工程 3
处，解决了1080名群众的安全饮水问题……基础设
施的极大改善，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时，全乡新建茶叶雾灌面积550亩，绿化茶场
1000余平方米。争取资金300余万元重点打造仙雾
茶场建设，使仙雾茶海成为了茶旅融合发展的示范
点，融合发展效益凸显。

发展特色产业 增收致富不再难
“3亩多茶园，就靠我们老两个管护，一年收入至

少 2万元。”69岁的茶农何思贤说，有龙头企业和茶
叶专业合作社负责收购和销售，茶叶不愁卖，愁的是
产量跟不上。

2017年，蒿溪乡生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自筹资
金采购龙井43号、福选9号茶苗300万株，新植或改
造茶园 600 亩，管护茶园 19000 亩，其中投产 15000
亩，实现茶叶人均增收 1100元，小小茶叶成为农民
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新建地坪茶叶加工厂1家，
年加工能力突破 330吨；新建青光穆斯林茶叶加工
厂1家，着力打造“清真牌七佛贡茶”，为茶叶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月 21日，光辉村 35户贫困户领到专合社分红
10500元，这是盼阳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落户该村一
年来带给贫困户实实在在的收益。

蒿溪乡多种产业并进，除茶叶外，还大力发展生
态养殖、食用菌中药材核桃种植等，全乡发展养殖大
户10户，2017年出栏生猪5640头、羊4620只、牛815
头、家禽 7.6 万只，新发展羊肚菌 200 亩、椴木木耳
11700棒、魔芋 600亩、乌药 100亩；实施特色经果林
建设，新造核桃林140亩，实施丰产改造210亩，日常
管护 1.42万亩，集约化管理 2000亩；管护银杏 3483
亩，发展林下经济林2000亩。

“园区变景区、民房变客房、劳动变运动、茶山变金
山、产品变商品。”6月8日，2017中国青川乡村休闲旅
游·茶山秀活动在蒿溪仙雾茶海举行，着力将连片茶园
打造成乡村休闲旅游景区，将茶叶产品包装成特色旅

游商品，将采茶、炒茶、品茶等活动开发为参与式、体验式旅游产品，实现茶旅文化一
体化发展、茶旅品牌一体化打造、茶旅商品一体化开发，有效促进了蒿溪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发展、联动发展。

落实惠民政策 民族团结共奋进
蒿溪回族乡是我市仅有的两个民族乡镇之一，拥有珍贵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

回汉民间民俗文化，场镇附近有康熙年间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人修建的“拱北”
一处，被省市两级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一时期修建的大清真寺一处，是西北
数省穆斯林朝圣地之一，年接待西北五省前来朝圣的穆斯林高达3万余人。

乡党委政府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六进”活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
律法规得到广泛宣传落实；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教育、引导工作，造就了
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的党员干部队伍，全乡有回族党员45人、回族
干部10人。同时，在“春节”“开斋节”等重大节日，乡党委政府班子都会前往回汉
两族困难群众家中、清真寺等地，开展走访慰问、座谈交流，有效联络了感情，增进
了团结。2017年，蒿溪回族乡被省政府评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全面激活农村发展新活力。我们一
定牢记宗旨，团结奋进，把蒿溪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回乡’，与全国全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长马海韬表
示，在全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蒿溪必将实现绿色崛起、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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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怀英 唐彪

这是一条转型发展之路，也是一条
加快崛起之路。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苍溪县实现
“工业超农业”；201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百亿大关，达到 105.3亿元；2017年 1-11
月，完成工业投资31.5亿元，总量位居全
市县区第一，同比增长 19.8%，比全市平
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比全市平均水
平高 4.4 个百分点，位居全市县区第一。
今年上半年，全县工业化率达到33%，工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0%，工业
化率和贡献率分别比去年底提高6.5和7
个百分点。

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作为传
统农业大县的苍溪，新型工业何以持续
发力，不断实现新突破？

苍溪县委主要领导给出答案：在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强县进程中，该县始终
坚持视人脉为最宝贵财富，视找钱为最
关键举措，视项目为最强力引擎，视产业
为最根本途径，视人才为最核心资源的

“五大视角系统思维观和方法论”，立足
优势资源，延伸产业链条，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引领产业强县建设，以新型工业
化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壮大园区
夯实工业强县的根基土壤

挖掘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渣
土的大卡车穿梭其间……12月 12日，位
于省级苍溪经济开发区内的紫云工业园
二期PPP项目实施现场一片繁忙。

作为苍溪县 2017 年“十件大事”之
一的紫云工业园二期PPP项目，总投资
3.05 亿元，今年 6 月开工建设，建设期
两年，将整理土地 1500 亩，拆迁农户
163 户，新建道路 3 公里及配套雨污管
线、绿化、路灯等基础设施，新建接洪
渠 2.8 公里。利用新整理的土地，新规
划建设眼镜、制鞋、中医药三大专业产
业园，引进社会资本修建10万平方米标
准化厂房，积极承接广东、浙江、成都等
地产业转移。

“挖山填沟，充分体现了苍溪县壮大
园区，为工业发展搭建平台的决心和信
心。”“将园区扩面工程纳入全县‘十件大
事’，整合资金，强力推进，值得我们借鉴
学习。”……前不久，出席全市经济建设

“三大主战场”流动现场会的代表和部分
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实地参观考察紫
云工业园二期 PPP 项目推进情况，并对
其建设进度和效果给予高度评价。

“引凤”先“筑巢”，“升级”需“扩面”。
在苍溪县，正日益壮大的工业园区，

不只是紫云工业园。
近年来，该县着力把工业园区作为

工业发展的重要平台。重点规划建设紫
云、古梁、武当、元坝四大工业园区，全面
提升园区承载能力、产出强度和发展规
模。去年，全县工业园区建设累计投入
1.6亿元，新增拓面610亩。今年，预计完
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入1.2亿元，新增
拓面700亩。

实现园区扩面的同时，创新园区管
理体制，推动园区管理、开发建设、社会
管理三大板块职能的统筹协调和适度分
离，首次将工业园区所在地乡镇（陵江、
云峰、元坝）作为征地、拆迁、补偿的
主体，对园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长期
闲置土地和厂房等情况进行全面清理，
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兼并重组、依
法收回等方式盘活存量。今年以来，该
县停建两年多时间的大通天然气公司被
省天投公司 1.3 亿元收购，新组建的吉

通能源公司 12 月 15 日正式恢复生产，
2018 年有望实现产值 2.5 亿元、实现税
金3000万元，成为该县来年工业最大的
经济增长点和税收增长点；停建一年多
时间的乐驰光学公司 4.7 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项目今年 8月复工建设，10月全
面建成，已有沸典眼镜、林德光学等 6
户企业入驻；四川通园药业1550万元整
体收购九龙制药公司，目前正在着手实
施四川九龙制药公司技术改造，启动新
版GMP认证前期各项工作；盘活丰川机
械、麦夫子、参延生、苍溪农机等企业
1.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为欣航鞋
业、今巧鞋材等产业转移企业提供了过
渡安置。

承接转移
彰显苍溪工业的远见担当

5月 15日，成都市与广元市签署《推
动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将在全面创新改革、特色优
势产业、商贸物流等领域，推进两地多
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
两地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合作
共赢。 （紧转A3版）

坚持“五大视角”引领新型工业强县
——苍溪县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桂兰）为深刻领会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
精神实质，周密部署全市移民库区稳定
发展暨生态渔业工作，确保水利水电库
区和谐稳定、加快振兴发展，生态渔业
持续健康发展。19日下午，全市移民库
区稳定发展暨生态渔业工作推进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冯磊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冯安富参加会议。会议由副市
长杨浩主持。

近年来，如何让“两湖”闲置水资源
在确保水质安全的前提下得到科学合
理利用，经过多方考察和反复论证，市
委市政府决定以“人放天养”的生态养
殖模式，用3至5年时间，把“两湖”建成
中国西部最大的生态淡水有机鱼产业
基地，打造富硒富锌有机鱼品牌。以生
态有机鱼产业带动苗种培育、休闲垂钓

和涉渔服务业；与生态农业、渔产品精
深加工、旅游体验、餐饮美食、储运销售
等产业有机融合，延伸产业链。培育涉
渔新型经营主体，有限吸纳库区移民参
与渔业产业发展，通过解决务工、扶持
移民发展涉渔服务业，分配渔业经营利
润等方式，建立渔业发展与湖区移民的
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和渔业经营收益分
配机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相统一的目标。

冯磊在讲话中指出，各相关县区和
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牢把握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库区的正确
方向。要理解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的重大论断；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坚
持新发展理念”的重大要求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 （紧转A2版）

全市移民库区稳定发展暨
生态渔业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