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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兰

近年来，四川成都市妇联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精神，不断提

升定位、主动作为，利用妇联组织、

网络、阵地等优势，在服务精准脱贫

攻坚、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

略、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建设等中心工作上不断

探索。

针对当前成都市妇女儿童类

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存在的客观问

题，成都市妇联提出发展壮大妇女

儿童类社会组织的可靠路径和对

策建议。

现状：数量剧增，呼唤
社会组织创新

如今，成都已是常住人口年均净

增50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

的超大型城市，平均1个妇女儿童类

组织要对应服务5000人左右，妇女

儿童类社会组织的数量、质量难以满

足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与不断增长

的城市人口带来的社会需求增长。

近年来，成都市出台了《关于培

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意见（试行）》，

同时，成都市财政局制定了《成都市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管理试

行办法》，每年均按比例划拨支持社

会组织发展的预算；成都市妇联

2018年制定了《成都市妇联培育妇

女儿童类社会组织战略规划》。但就

妇女儿童类社会组织发展看，目前制

定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并发起对社会

组织资助的主体是民政和财政两个

部门，其他部门出台的专项政策少，

政策制定主体过于单一，容易造成

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贴合社会组织的

发展和需要，从而影响到社会组织

的发展。虽然成都市妇联已形成培

育妇女儿童类社会组织战略规划，

但尚未就规划内容形成具体政策和

相关意见。

建议：提供政策支持，
推动相关政策落到实处

根据《成都市妇联培育妇女儿

童类社会组织战略规划》，就规划内

容加强与民政、财政、社治办、团市

委、民宗局等相关部门沟通，由成都

市妇联牵头，共同出台《关于加强成

都市妇联培育妇女儿童类社会组织

的指导意见》与相关办法。

由成都市妇联牵头，联合民政、

社治办、团市委等部门共同建立成都

市妇女儿童社会组织项目库，发布年

度《成都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项目

清单》。

建立成都市妇女儿童社会组织

项目库，建设“成都市妇女儿童社会服

务项目大超市”，优先推介高品质生

活性服务项目进社区。建立专职团

队，链接各个合作机构包括专家导

师、品牌推广机构、投资服务机构等，

对社区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等相

关内容进行指导、包装，并当好社区

和项目的桥梁，促进社区、妇女儿童

类社会组织双发展。

（作者系成都市妇联联络部部长）

□ 程一凡

□ 本报记者 李凌晨

时值初冬，在川渝合作（达州·大

竹）示范园A区，标准化厂房项目一期

建设依旧热火朝天进行着。数个塔吊

往来运送着建筑材料，一栋栋标准化

厂房拔地而起。未来，这里面向全国

积极招引机械、电子信息和相关配套

产业项目，大竹县——一个崭新的机

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正在川东渝

北强势崛起。

深入实施“1256”战略布局，突出

“区域协同、转型升级、城市提质、乡村

振兴”四项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

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面加强“五

位一体”和党的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奋力开启繁荣

时尚美丽和谐大竹建设新征程，为达

州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贡献力量。这

正是大竹响应省委、市委号召，倾力书

写的“大竹答卷”。

2018年，大竹县GDP突破340亿

元，跻身2018年中国西部百强县第

50位，较2010年上升33位，被省委省

政府表彰为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先

进县、脱贫攻坚先进县、“三农”工作先

进县，“双靠近三融合”促进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经验获国务院

办公厅通报表扬，川渝合作（达州·大

竹）示范园区跻身2019年度省级100

个重大项目，连续5年获全市综合目

标考核第一名。

坚持一个定位
魅力竹城绽放川东渝北

如今，漫步在竹城大街小巷，徜徉

在公园广场，就会感觉到，竹城建设格

局开阔，从东湖广场到北塔水街，处处

是靓丽的城市天际线。

“大竹没有大江大河，如今却有了

江南水乡的感觉！”来到东湖湿地公园

游览的市民纷纷由衷赞叹。

一期全面建成的东湖湿地公园，

占地300余亩，秉承“保护湿地生态、呈

现湿地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理

念，将水乡特色文化贯穿于环境设计

的各个环节，赢得了竹城市民的普遍

青睐。

近年来，大竹县全面推进全省宜居

县城、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全力塑造“路

系、水系、绿系、文系”四大脉络。城市

扩容提质“三大行动”纵深推进，东湖湿

地公园二期、白塔公园预计年底前全面

竣工开放，东湖大道延伸段竣工，振兴

路、新华路西段等9条市政道路加快建

设。北城干道双向扩宽20米，栽植银

杏等27类乔灌木8300余株，栽植红继

木等23类地被植物共计47万株，建成

层次感、立体感突出的绿色景观生态廊

道4.2公里，加上工业园区新建绿化，城

区新增公共绿地18.9万平方米。完成

主次干道亮化工程14.67公里。

以绕城路为依托，建成环绕、穿越

城区中部一南一北两条城市景观和发

展中轴线，行政中心东移形成新城中

心区……立足成渝经济区广阔的发展

视野，大竹不断以新的战略目标为战

略起点，调整城市发展规模，优化城市

结构，拓展空间布局。截至目前，县城

建成区拓展到26.25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26.8万人，城镇化率提升至41.5%。

预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达34万人、县

城区建成面积为40平方公里，到2030

年规划用地范围将扩至89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顺利推进，小城镇也稳

步发展。大竹县全域“一主一副五极

三十七点”梯次发展，乌木镇、杨家镇

纳入全省特色小城镇规划。石河镇、

月华镇等3个乡镇纳入全省第二批省

级试点小城镇培育对象。5个乡镇进

入全市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镇。庙坝镇、周家镇、石桥铺镇等3

个省级试点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及配套建设稳步推进。建制

镇比例提升到59%。农村路网更加

完善，改造提升县乡公路50公里，新

建通村公路226公里。建成各类水

利工程4025处，土地滩水库有序推

进。建成幸福美丽新村121个，创建

省市级“四好村”134个。

抢滩川渝合作
县域经济迈向全面崛起

迎着冬日的暖阳，走进大竹经济

开发区,这里道路网络四通八达,工业

企业鳞次栉比,机声隆隆不绝于耳。

361°大竹鞋服产业园、川环科技多层

复合燃料管扩能、维奇光电石墨烯薄

膜（卷材）生产线、富士电梯生产线、中

科智联智能终端生产线……一批重大

工业项目正开足马力，全面推进，县域

经济快速发展的铿锵音符正在这里高

亢奏响。

如今，大竹县经开区这个产值

142.79亿元的县域“工业心脏”承载起

了一个更光荣而伟大的使命——打造

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让大竹

成为达州市融入重庆发展的“桥头堡”。

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

是电子信息、智能终端及高端设备主

要部件生产基地，采取“AB区”方式

进行规划布局，A区与大竹经开区“两

区合一”，规划面积为 40.88 平方公

里；B区位于庙坝镇，总规划面积为40

平方公里，将以庙坝小微企业创业园

为核心向外扩展。园区整体计划投资

80亿元，A区一期建设工期3年，B区

建设工期5年，预计引进电子信息产

业、智能制造等企业100户以上，并带

动商贸物流、旅游、农业、科技文卫、金

融等产业发展。

“大竹区位优势明显，以川渝合

作为导向的招商政策相继制定出

台，这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迅

速投产带来了很大便利。在这里投

资兴业，我们有信心！”在川渝合作

（达州·大竹）示范园区成链集群招商

推介会上，一位专程前来大竹考察的

企业业主如是说。

企业的信心来自于大竹县无微

不至的政策服务。近年来，大竹县

相继出台了《大竹县促进民营经济

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大竹县支持

鞋服产业发展的六条措施》《大竹县

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七条措

施》等一系列亲商扶商政策，重点从

财政支持、土地供应、企业融资、市

场拓展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并对

外来投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

行“一站式”贴心服务、“并联式”审

批，全面推行“项目代办制”和“项目

限时办结制”，为入驻企业提供热情

高效的优质服务。

“大竹服务”催生“大竹速度”。

四川中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川

渝合作示范园区首家入驻的智能终

端制造企业——从落地装修到第一

条生产线投产，仅用了88天，创造了

新的“大竹速度”。目前，中科智联

智能终端生产项目一期已顺利投

产，日产手机终端1万台。川渝合作

示范园区进入签订正式协议流程的

企业达9家，正在洽谈对接的企业达

17家。

振兴农业农村
三山两槽迈向全面小康

三山两槽是包括四川省东部以及

重庆市大部分地区的特殊地理特征。

大竹，地处川东丘陵，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是传统农业大县，素有“中国苎

麻之乡”“中国香椿第一县”“中国醪糟

之都”“中国糯米之乡”等美誉。

然而，随着二三产业的迅速崛起，

农业产业却面临着发展同质化、经营方

式粗放、盈利能力不强的困局。如何利

用好优质资源实现“培育农业发展新动

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

是大竹县委、县政府多年来不断探索和

研究的课题。

地处川东深丘腹地的大竹县铜锣

山，郁郁葱葱的茶园中，几个茶农剪刀

上下翻飞，正熟练地修枝除草。50岁

的邓中成是这片白茶产业基地的劳务

小组长，他和妻子都是附近团坝镇白

坝村的村民，两人不仅在茶园务工，在

自家地里也种了茶。“媳妇和我身体不

好，卖不了力气，改种白茶后，收入慢

慢上去了。2018年我们脱了贫，现在

每年在家门口就能挣4万多元，心里

特别踏实。”

从引进浙江安吉白茶产业，9年

过去，全县已种植白茶5万亩，现有种

茶业主和加工企业30家，年产干茶60

万斤，产值10亿元，茶农每亩鲜叶年

收入可达16，000元，共计带动贫困户

4000余户，人均年增收1600元。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白茶产业是大竹近年发展的特色产

业新名片。在拥有“中国糯稻之乡”

“中国醪糟之都”“中国苎麻之乡”“中

国香椿第一县”4张“国字号”名片的

同时，“大竹苎麻”“大竹秦王桃”“大

竹香椿”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

“要真正让农民、农业有大的长期

效益，就要发挥好农业产业链融合发

展的加乘效应。”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

表示，如果说促“农”增收是战略目标，

那大竹的战术选择就是以“二产带一

产促三产”转型升级，将其概括为“特

色农业+”。

近年来，该县以“特色农业+”为

指导，深入推进农业“1243”工程，不

断壮大苎麻、香椿、糯稻、白茶四大

特色产业规模，积极培育黑色类食

品、秦王桃、花卉、中药材、油牡丹等

产业，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累计建成30万亩优质苎

麻、10万亩糯稻、11万亩香椿、4万

亩白茶特色产业基地。同时，该县

积极组织全县龙头企业和各类专合

组织在培育富农产业进程中，大力

推广“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大园区+小业

主”等模式，推广合同订单、保护价

收购、利益兜底等做法，保障农民利

益，并让农民获得二次收益。目前，

全县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经营重

点龙头企业 23 家，实现销售收入

22.3 亿元，带动农民户均年增收

1800 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77

家，注册总数达到519家，带动农民

户均年增收1200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渡，

勇进者胜。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砥

砺前行。在这催人奋进的时刻，我们

有理由相信：明天的大竹必将成为川

东北“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

展、全域开放”战略布局中最耀眼的一

颗明星。

□ 本报记者 王泽勇

秋日，在蓝天白云下、幕天席地

中，端着一杯咖啡，或品着一杯红酒，

抑或煮上一壶香茗，看那红叶在秋风

中轻舞，听那蓉欧铁路上火车的汽笛

声……这是日前记者在四川成都市青

白江区感受到的“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愿景图”——那就是向往的生活。

如何将愿景图变成实景图，成都青白

江区给出了完美的诠释。

近年来，青白江区大力发展文创

产业，培育文创品牌。先后出台“建设

西部文创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

年）”“文创奖补政策20条”等一系列

举措，并设立文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00万元；此外，整合区文产办、区

“三城三都办”，实行两办合一的管理

机制；同时对纳入市区级的重点项目

进行重点培育服务。据了解，今年第

三季度文创产业增加值达16.1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8 亿元，增幅达

99%，网络直报率达100%。2019年

区文创产业单位为1401家，其中，规

上企业31家，标上企业84家，较2018

年增加246家，增幅达21%。

当前，青白江区围绕“港口立城、

产业兴城、品质优城”发展战略，着力

“一港支撑、三城共兴、多点互动、集聚

发展，打造西部文创贸易港”的文创产

业发展思路，深度融合文化与产业发

展，为“大美青白江”营造出了一个个

“诗和远方”的实景图。

与历史对话：让传统“复活”

走进青白江城厢古镇，感知那浓

厚的历史文化，或许在一条青石板路

上，或许在灰瓦青砖中，就有着一段百

年历史故事。

城厢镇，有着1400余年县治历

史，聚集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

如何将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今

年6月 28日，以“千年城厢·丝路新

语”为主题的城厢天府文化古镇项目

开工仪式举行，标志着青白江与历史

文化的“对话”由此拉开序幕。

“城厢镇文化古镇项目的开发，

有利于保护历史遗产并更新活化，让

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今生活方式深度

融合，将历史之美传承永续。”负责该

项目开发的一德集团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城厢天府文化古镇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成都东北最具人文气

质的文化坐标和蜀地原真生活与历史

人文的样本。

事实上，近年来青白江深挖历史

文化，着力打造以三国文化为主的弥

牟文化旅游小镇、城厢天府文化古镇

等一批古镇古村落的文创品牌。

不仅如此，在青白江“蓉欧里会客

厅”，或许您正赶上一场传统文化加美

食的盛宴，川剧+川景+火锅的融合，

让您的视觉与味觉来一场“真爱”的邂

逅。也许就在您的身边，来自不同肤

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别的人群中会不

时发出赞叹——蓉欧里 very good！

“把时间记忆，用现代手法，表现

历史的人文情怀，‘点亮’天府文脉，

将极大增强青白江的城市文化品位

和文化气息。”该区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当前，该区把历史文化作为文创

产业发展的源泉，正着力打造一批

“颜值”与“内涵”齐飞的文创产品，让

青白江的“诗和远方”更加具有历史

的韵味。

和自然沟通：让文化更“芬芳”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

人”“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

中”……这是诗人对杏花的热爱，也是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诗中意境在青白

江福洪镇，您可以“触摸”。

福洪镇，这个因杏花而闻名、因杏

花而美丽的地方，让“诗和远方”更加

风花雪月，因为这里有将文化“写”在

田间地头的美。

信步在杏林中，无论是在杏花村

的66号房车度假营地的房车上来一

场“煮酒”论英雄；还是在哼哼农场看

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文化元素的结

合……或许在“我的田园”的“阿来书

屋”里，您可以与“文化”为邻……

不经意间，也许在“我的田园”里

正上演着歌词里描述的另一番对话景

象，“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等夏

天来了”“花儿红了，果实能去摘吗”

“等秋天到啦”……一幅亲子教育体验

情景就在您的眼前。

福洪镇可谓一步一景致，一步一

诗意。正如负责该镇投资促进工作的

彭明芳说的，将文化植根于产业发展

中，让企业更有“活力”，让文化更加

“芳香”。

如今的青白江，无论是在姚渡桃

花山上以诗会友，还是在凤凰湖畔的

樱花树下窃窃私语……青白江区深入

推进“文化+”，已形成了一批文化+旅

游、文化+农业、文化+体育、文化+铁

路港深度融合的文创产品，以满足您

的“诗和远方”。

与自然沟通，让文化“开花结果”；

与历史对话，让“千年丝路”唱新歌。

今年以来，青白江新开工城厢天府文

化古镇、保利·绿源花世界农商文旅综

合体、上海派戈东盟国家馆等12个文

创项目，将建成超过14万平方米的文

创园区载体，打造具有影响力、带动力

的凤凰里·水街、凤凰湖·汉唐街、天

美·耍巷子等文创特色街区5条……

一幅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大美青白江

画卷正在展开。

将将““诗和远方诗和远方””照进现实照进现实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实行两办合一管理机制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实行两办合一管理机制，，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培育文创培育文创

品牌品牌，，三季度文创产业增加值达三季度文创产业增加值达1616..11亿元亿元

扬 帆 奋 进 谱 新 篇扬 帆 奋 进 谱 新 篇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县域经济发展纪实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县域经济发展纪实

实施供给侧改革 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成都市妇联开展妇女儿童类社会组织生命力探索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