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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怀英）4 月 13 日，
市政协主席杨凯深入苍溪县鸳溪镇、东
青镇、八庙镇、浙水乡、亭子镇等地调研
畜牧产业发展工作。

“目前存栏多少头？”“在建设中还
有什么困难？”“环保合不合格？”在鸳溪
镇苍溪温氏畜牧公司七宝种猪场、苍溪
温氏畜牧公司饲料厂、浙水乡玄都村金
穗家庭农场、亭子镇肥肥生猪养殖场、
东青镇上亿生猪养殖场、八庙镇生猪人
工授精站、浙水乡寨子村国大生猪养殖
场，杨凯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了
解企业当前经营发展及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杨凯指出，温氏生猪养殖模式是
群众脱贫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要发挥

“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立足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带动群众发展生
猪养殖，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
要加大投入力度，延伸产业链条，要与
阆中、南部等周边市县加强协同合作，

形成生猪产业区域协同集群发展。
杨凯强调，苍溪县要继续坚定现代生

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坚定发展信心，保
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全县生猪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要加快建立自繁、自育、自控、
自产、自保等良种繁育体系。要按照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要求，细研生猪生产扶
持政策，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加大生猪产
业投入，确保“菜篮子”猪肉安全保供稳
价，确保广大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
始终坚持绿色循环发展，全面推广“猪沼
园”循环种养模式，聚力推进品种、产
品、养殖生态化，持续推进资源利用、产
品开发、产业发展循环化，加快推动生
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加大对农业企业的支持帮扶力度，积
极帮助企业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千方
百计为企业解决生产难题，为企业的发
展壮大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市政协秘书长王国培参加调研。

杨凯在苍溪调研畜牧产业发展时强调

加快推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四川日报讯（记者 刘春华）经省委
省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
发《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实施方案》，调整优化养老保险缴
费档次和补贴标准。全省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最高调至4000元，该
缴费档次对应的政府补贴调整为 200
元。

完善待遇确定机制。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构成。我省在中央确定的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基础上，根据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力状况等因
素，合理确定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并全额支付给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
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
除以计发系数确定。鼓励引导符合条件
的城乡居民早参保、多缴费，达到待遇领
取年龄时，正常缴费超过 15 年的，基础
养老金增发政策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实施意见》规定执行。对65岁及以
上参保城乡老年居民予以倾斜，适当加
发基础养老金，加发标准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在调整基础养老
金标准时一并落实。

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人
社部门将会同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财力状况、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调
整情况，结合中央调整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工作情况，提出全省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调整方案报省委和省政府确定，
所需资金由省、市（州）、县（市、区）三级

财政共同负担。在中央和省确定的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基础上，市（州）、县（市、
区）可结合实际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
准，所需资金自行负担。

调整优化个人缴费档次和缴费补贴
标准。之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档次共13档，最低档缴费标准为
100 元，相应的政府缴费补贴为 40 元。
最高档缴费标准为3000元，相应的政府
缴费补贴为 160 元。此次调整，根据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我省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仍为13档，但每个
档次的标准均有调整，具体标准调整为
每人每年 200元、300元、400元、500元、
600 元、700 元、800 元、900 元、1000 元、
1500 元、2000 元、3000 元、4000 元 13 个
档次，对应的政府补贴为40元、45元、50
元、60 元、60 元、65 元、70 元、75 元、80
元、100元、120元、160元、200元。各市
（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最高缴费档
次，增设最高缴费档次标准原则上不超
过当年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最低年缴费额，增设档次增
加的缴费补贴自行负担。此外，保留
100元缴费档次用于政府为困难群体代
缴养老保险费，对应的缴费补贴为 40
元。

省人社厅提醒参保人员，要按规定
逐年缴费，年度内可自愿调整提高本年
度已缴费档次标准；符合待遇领取条件
时，可按补缴时的缴费档次自愿补缴提
高正常缴费年度的缴费标准，补缴不享
受缴费补贴。已领取待遇的不再办理补
缴。

我省调整优化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和补贴标准

城乡居民养保缴费档次最高调至 4000 元

本报讯（记者 唐彪）4 月 14 日，记
者从市科学技术局获悉，去年我市争取
省科技计划立项项目 102个、到位资金
4901 万元（省科技厅科技扶贫项目 65
项，到位资金3074万元）。

去年以来，全市科技系统精准推进
市校合作、厅市会商和区域合作，组织
企业与高校科研所“一对一”精准对接，
签订“高强稀土铝合金绞线关键技术”

“TPU 交联剂的研发”等产学研合作协
议33项。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浙广成
广西广绵广、大湾区区域合作等平台，
争取实施“精神卫生疾病的治疗”等省
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3项，实施茶叶、
食用菌等产业科技合作7项。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去年我市组
织申报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企
业 3家，征集重点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储

备项目34项，推荐省区域创新发展和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 9项，实施成果转
化项目 170 项，实现成果转化产值 190
亿元。

在助力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建
设方面，去年我市围绕建设“秦巴药都”
强化创新支撑，组织企业与西南大学、
成都中医大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技术攻关，实施中药材种养殖及示范基
地建设、疫病防治等技术攻关项目 23
个，僵蚕菌种制备及相关省级（行业）标
准等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据悉，今年全市科技系统将进一步
深化市校合作、厅市合作和区域合作，
力争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25项以上，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20项，转移转化科技成
果 10 项以上，争取国省科技计划项目
30项。

项目支撑更加有力

去年我市争取省科技项目102个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报讯(记者 赵敬梅) 疫情发生以
来，我市坚持“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在
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把加快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摆在重要位置，科学有序
组织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截至目前，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73个续建
工业项目已复工72个，14个省列重点工业
和技术改造项目已复工12个。

按照中央、省委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市成立了以市政府
分管同志为总召集人的复工复产复建工作
专班，行业部门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组，全
力指导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精准抓好国家、省出台的系列缓解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等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成功推
荐四川太星药业、国药集团四川省川北医
疗器械、中纺粮油（广元）等企业纳入全国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国药集团四
川省川北医疗器械获得1700万元专项再
贷款资金支持。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非
居民用气成本政策，我市工业用户生产用
气终端价格单位下调0.4元/方（从3元/方
下调至2.6元/方）。

为缓解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的生产
经营困难，我市印发《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支持措
施》，出台 16 条措施，从持续加大疫情防
控力度、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加大金
融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
度、加大稳岗保企政策支持力度 5 个方
面，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截至目前，全市 513户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剔除因退库、煤炭等政策性因素不
能复工的 23 户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
73 个续建工业项目已复工 72 个、复工率
达 98.6%。14 个省列重点工业和技术改
造项目已复工12个、复工率92.3%。

1-2 月，全市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77.7亿元，同比增长 1.3%。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0.1%，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13.6
和5.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工业投资
同比下降18.7%，技改投资同比增长6.7%。

用电量是工业发展的“晴雨表”。一
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12.64亿度，同比增
长63.8%。

据悉，我市将全面梳理复产企业面临
的具体困难，持续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
测，不断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
业满产达产，努力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带
来的冲击和影响。

精准发力 复工复产持续提速
规上工业企业实现100%复工

本报记者 吕梅

卡车整齐排列、机器轰鸣作响、工
人来回穿梭……4月13日，广元经开区
袁家坝工业园，林丰铝电公司一片繁
忙景象。

作为我市单体最大的工业项目,林
丰铝电于 2018年 11月底开工建设，一
工段 12.5 万吨已于 2019 年 11 月底建
成投运。二工段目前正在施工，预计6
月建成运行。

林丰铝电门口，工作人员对进出
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核实登记
后，记者走进这个占地490亩的工厂。

记者在电解铝第一车间看到，58
台电解槽整齐排放，工人们正忙碌着，

“大肚子”的拉铝车在车间和卡车之间
来来回回……

“目前，我们两个车间的一工段全
面投产，二工段正在加紧施工。”公司
办公室主任高江涛告诉记者，两个车
间有 116台电解槽，疫情期间，实行三
班倒，歇人不歇机器，开足马力生产，
实现 12.5 万吨铝锭（铝水）产能正常。
二工段已于2月中旬全面恢复施工。

安全不能放松。“我们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全面排查各种安全
隐患，安全专员 24小时在岗。”公司安
全专员介绍，因疫情期间工厂并没有
停产，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放松，戴口
罩、全面消杀、分餐制……全面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做到疫情防控与生产两

不误。
电力部门全力保障。作为电解铝

生产企业，公司是用电大户，对电力的
需求特别大。“从开工到现在，一直没
有出现过用电故障，有效保障了企业
的正常运行。非常感谢电力部门的大
力支持，对公司在用电方面提供了有
效的保障。”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车间外 5 名工人正冒雨忙碌着。
“不管晴天雨天，工作进度不能落下，
保证后期工作顺利进行。”

“目前，林丰铝电有560多人在岗，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年产25万吨铝
锭（铝水），实现年产值 35亿元以上。”
高江涛说。

开足马力促生产
——林丰铝电公司生产一线见闻

广元娃哈哈公司八宝粥生产车间工人曹芳正在进行产品包装检验工作 本报记者 赵敬梅 摄

本报记者 刘鸿博

脱贫不返贫，才是真扶贫。今年 2
月，苍溪县正式脱贫“摘帽”，但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原因影响，部分脱贫
人口仍存在返贫风险。为解决这一问
题，苍溪县多措并举，积极引导县内企
业扶贫车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
序复工复产，带动当地脱贫群众就近就
业，稳定增收。

涂胶、缝纫、打包……4月 14日，走
进位于苍溪县经开区的舒之恒鞋业就
业扶贫车间，曾因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按
下“暂停键”的车间重新传出了机器的
轰鸣，40余名工人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
提下，正争分夺秒地加紧生产。

在缝纫车间，几十台缝纫机开足马
力，石灶乡五童村的脱贫户王弟菊正在
车间缝制鞋面。“两个月前我就回来上班
了，这里离家近，每月还能有 3000多元
的收入，上班、吃住都很安全，工友们陆
陆续续也都回来了。”王弟菊对记者说。

在舒之恒鞋业，目前每天有 120余
名工人上班，其中脱贫户和残障人员40
人，占到用工量的三分之一。而在一个
多月前，企业用工人数仅有现在的一
半。“复工初期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招
不到人，好在县委县政府帮我们忙前跑
后，解决了用工和融资难题，工厂也很
快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舒之恒鞋
业负责人郭安淑告诉记者。

为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工难
的问题，苍溪县相关部门通过电话、走
访等方式，广泛宣传复工复产政策和防

疫措施，消除群众顾虑，动员工人及时
返岗。该县还积极对接各大银行，召开
银企对接会，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金紧
张等问题。

在苍溪县沸典眼镜有限公司，紧张
忙碌的身影同样随处可见，工人们眼下
正忙着完成订单，有 5名脱贫户在该企
业的不同车间务工。“之前最担心的就
是没班上，现在有了稳定的收入，一下
子心里的担子就轻了不少。”52岁的脱
贫户郭福德 2月中旬来到厂里上班，他
每天可以领到上百元的工资。

位于白鹤乡白鹤村的鑫隆工艺品
厂已经开工 1月有余，这家乡镇企业主
要经营金蛋工艺品生产，与往年相比，
今年开工时间延迟到了 3 月 10 日。受
疫情影响，企业订单减少，为保障工厂
正常运营，在苍溪县就业局的协调帮助
下，鑫隆工艺品厂向农商行成功申请了
15万元的创业贷款。

“今年开工比较晚，但是大家积极
性都很高，主要是想把之前受疫情影响
的损失补回来，我们的车间就在村上，
工人们每天在家门口上班，既能赚钱又
能照顾家。”鑫隆工艺品厂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厂里每天有 10名工人上班，
其中 3名是脱贫户，企业用工和资金都
有了保障，目前正积极开拓销路，预计
下半年生意会逐步好转。

截至目前，全县55家规模以上企业
已全部复工，县内 37个扶贫车间、扶贫
基地也全部开工，吸纳解决贫困劳动力
就业 374人次，让脱贫户持续稳定增加
收入，不因疫情致贫返贫。

苍溪

扶贫车间复工忙 稳定增收有保障

新华社记者 杨有宗

当前，我国各地正积极稳妥推进
复工复产。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复工
复产要保质保量。一方面，加快复工
复产是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是一个动
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复工
复产的速度、广度、力度，既关系到每
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关系着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直接关系到
每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复工复产措施，来不得半点虚
假，各部门各地区一定要将帮扶政策
落到实处，切勿打小算盘玩用电量

“数字游戏”等小把戏。比如，强化财
税金融支撑，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
研判，打好政策“组合拳”，积极帮助
企业破解难点、打通堵点，保障供应、
销售渠道畅通。近期，上海会同江

苏、浙江、安徽建立长三角复工复产
复市协调联动机制，对企业急需的原
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开展区域协作供
应，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复工，不失为
一种有益探索。

保证复工复产“成色”，既要立足
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各部门各地区
要开动脑筋，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
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此外，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
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建
立主客观相统一、多维度、科学合理
的评价体系，保证复工复产率、用电
量等指标的真实性。同时，坚持问题
导向，解决一个个实际困难，真正提
升复工复产的“成色”。

确保复工复产“成色”

时评时评新华新华新华

位于青川县境内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是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
象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区内有大熊猫、川金丝猴、扭角羚等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是全世界低海拔地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日前记者就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拍摄到了两头正在过河的扭角羚。
本报记者 唐彪 摄

聚焦经济建设三大主战场·项目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