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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线

会东县成功探索出具有
会东特色的“1344”双创
模式新路子，形成“创业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的梯级孵化体
系，培育各类双创主体
1300余户，吸引了来自
浙江、广州、成都等地15
个创客团队落户会东。
坚持“引、育、用、留、成”
五个机制，全面落实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索
出一条边远民族地区人
才工作的新路径。

重点推荐

区域杂谈

今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赋予澳门新的历史使命，其中有49项内

容直接关系澳门，并将澳门列为大湾区发展

建设的四个中心城市之一，使其具有核心引

擎的地位，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一飞冲天 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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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新疆夏季有壮丽的湖泊和大草

原，但你知道冬季有美妙的雪乡与滑雪场

吗？你知道新疆大地下面埋藏着大量石油

和煤炭，但你知道大地之上还伫立着无数风

车与太阳能板吗？关于这些问题，下面这组

为新疆高质量发展“画像”的“硬核数据”或

许能帮上忙。

“硬核数据”为新疆
高质量发展“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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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会东样本”
“十三五”以来，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唐元龙 蒋良明

□ 马 娟

“十三五”以来，四川省凉山州

会东县坚持“后发也要高点起步”，

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纵深推进重

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2018年，会东县县域经

济总量跻身凉山州第三，财政收入

跃居凉山州第二，打造出民族地区

县域经济发展的“会东样本”。

双创驱动 发展新活力

创新驱动，是发展的源头活水。

自2013年以来，会东县率先在凉

山州探索推进撤（并）乡设镇，逐步完

成53个乡镇撤并为20个，城镇化率提

升、行政成本降低、基层服务增强、促

进产业集聚等改革红利逐步凸显。

今年，会东县再次启动乡（镇）行

政区划调整，拟撤并乡（镇）3个，新建

街道2个。5月，率先在堵格镇开展撤

（并）村建社区试点工作，探索出堵格

镇撤（并）村建社区改革试点“6336”

模式，7月，撤（并）村建社区工作在全

县范围推开，同时，同步推进村支部

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试点镇行政村

撤并率达40%，“一肩挑”率达25%。

与此同时，会东县成功探索出

具有会东特色的“1344”双创模式新

路子，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的梯级孵化体系，培

育各类双创主体1300余户，吸引了

来自浙江、广州、成都等地15个创

客团队落户会东。

2019年6月，占地4693平方米

的金江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开园，

16家双创主体入驻。2019年7月，

飞地论坛暨2019年四川省三州五

县飞地创服活动落地会东，为三州

五县共享“双创”机遇与资源、共谋

“双创”合作与未来搭建起优质平

台，同时为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铸就了坚实基

底。会东县与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活动中心签订“飞地创服”战略合

作协议，成为四川省首批五个“创业

飞地”试点县域之一。

近年来，会东县还加强与成都市

锦江区等6区县缔结友好合作关系，

深化会东、会理、宁南三县一体化发

展，主动融入攀西经济区，率先在全

州建成全国健康促进县，国家卫生县

城、省级文明城市进展顺利，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城市品位显著提升。

产业升级 发展新引擎

突出一产做优。会东县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为抓手，聚焦“烟、桑、畜、

林、果、蔬、粮、药”八大支柱产业，

建成 10万亩烤烟现代农业园区、

3000亩蓝莓高标准产业示范园、22

万头仔猪繁育场等现代农业产业

园，烟叶生产蝉联全国“五连冠”，

华山松、松露、艾草等产业园区建

设加快推进。

突出二产做强。加速企业技改，

实现大梁矿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

深化国企改革，老牌国企——满矿

集团实现扭亏为盈；培育发展铜铁、

铅锌、磷化工、清洁能源、建材等5

个10亿级的重点产业，“一园六区”

工业布局基本形成。

突出三产做大。持续举办金沙

江文化旅游节等文旅节会，成功打

响“川滇明珠·金山福地”品牌，依托

深厚的川滇文化底蕴和秀美山水，

建成省级森林康养小镇2个，自驾

游营地（基地）3个，国家3A景区3

个，实现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为

30:40:30，服务业占比3年提升了

6.9个百分点。

产业升级，项目拉动。近年来，

会东县始终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作为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新基础，主

动“走出去、请进来”。在成都、重

庆、兰州、拉萨等地参与招商引资会

9场次，协议引资342.65亿元，全县

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45个，总投资

达887亿元。

实施“诗画会东”三年行动。

以“一心一副六点”城镇组团为依

托，高质量推进“43341”市政设施

建设，实施 10 个棚改项目，拆除

违建 4 万余平方米。投入 1.3 亿

元，打通人和街等断头路8条；启

动金江新区建设，县城建成区面

积扩大近 1倍。积极推进会东支

线机场、宜攀高速等重大交通项

目建设前期工作；投资 7.15 亿元

建成通乡通村公路 1270公里，道

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加速

推进、提质升级。

人才支撑 发展“催化剂”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会东县

坚持“引、育、用、留、成”五个机制，

全面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探索出一条边远民族地区人才工作

的新路径。

在“引”上转观念。制定《进

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十条措

施》等政策 14 个，构建一次性安

家费、家庭团聚工程为框架的

“10+N”政策体系，柔性引进 20

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3个高层

次科研团队。

在“育”上建体系。创新开办“一

院三校”（移民学院、农民夜校、干部

夜校、市民夜校），培训21万余人次，

与四川大学等10家高校、科研院所

建成4个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在“用”上下功夫。实施源头、墩

苗、助力“三大工程”，围绕脱贫攻坚、

水电移民等重点工作，选派优秀干部

担任移民重点村第一书记、到乡镇重

大项目工程一线培养锻炼，60名优

秀人才支援贫困县脱贫工作。

在“留”上出实招。投资5688

万元，建成“青年人才公寓”。每年

划拨500万元人才工作基金，持续

破解边远民族地区人才“瓶颈”。

在“成”上搭平台。搭建政

策、资金、项目、活动“四大平台”，

开设人才论坛、“会东夜话”人才

专栏，出台扶持青年创新创业 10

条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构筑起

坚实堡垒。

让实体经济
越来越结实

□ 张辛欣 金 地

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本钱，是构筑

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化解风

险挑战，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振

兴实体经济。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农业、

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实

力和创新能力”……12月6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2020年经济工作，

在关键时刻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指明方

向，也让制造企业更加坚信，把实体主业做

得越结实，应对挑战的底气就更足，未来发

展的信心就更强。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国内发展转型压力，我国经济发展稳中

有进，实体经济功不可没。前10个月，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加。代表先进制造的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7.5%、5.3%。实体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与潜

力，是我们应对下行压力的底气。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趋势没有变，也让实体经济更坚定了

前行的信心。

不可否认，面对多重挑战，我国实体经

济正在经历艰难爬坡，一些制造企业倍感

压力。比如，外部环境多变，没有过硬的产

品就难有稳定的市场；融资压力大，没有塑

造健康的肌体就难以应对风险……但正如

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强调，要坚持用辩证思

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这也启示实体经济

企业正确看待危和机，更要善于危中寻机。

风雨挑战吓不倒有准备之人。近日多

地调研显现，纵然挑战依旧，相较于此前的

犹豫与彷徨，企业家们更加从容、务实、坚

定，更加聚焦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着眼于

长远进行一系列布局。

加大对制造的投资、回流优质工厂、更

敏捷捕捉需求、更注重创新与绿色……来

自经济一线的积极变化，反映出制造企业

聚焦实业的坚定信心。瞄准发展质量与活

力的一系列创新，让实体经济“骨骼”更强

健，“肌肉”更结实。

为了强化实体经济和帮助企业转型升

级，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化“放

管服”，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创新受

益、违规违法者受罚的机制……近来出台

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精准聚焦问题，有助于

让从业者更加心无旁骛做实业、聚精会神

谋创新。

坚定实业为本，坚持创新引领，务实推

进改革，把实体经济根基筑得更加牢固，中

国经济大树将会根深叶茂、生机勃发。我

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闹市中“看山”“山谷”中消费
新业态点燃长春夜经济

□ 段 续 王晓林

隆冬时节的吉林省长春市，

夜间温度在零下 20℃左右。下

午5点，天已全黑，穿着厚实的行

人步履匆匆，即便是在热闹的商

圈，晚间也是人烟稀少。但今年

有所不同，一座名为“这有山”的

室内文旅小镇在闹市区开业，打

破了东北冬日晚间的寂静。拍

照、读书、品美食……“夜经济”

的新业态，让许多“东北人儿”从

寒冷天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开业不到3个月，“这有山”工

作日和周末的日均客流分别达到

1.5万和3.5万人次，夜间客流占一

半以上，直接带动2100多人就业。

为何如此火爆？长春这有山

文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兴彦认为，人气爆棚的背后，

是群众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是

消费活力的逐步释放。“大家不

再满足于单纯的购物，而是期待

更多时尚体验。”吕兴彦说。

寒冷的天气里，有什么夜生

活？东北人的回答往往简单干脆：

天儿这么冷，要么在家待着，要么

找个地方吃烤串。夜间消费选择

少、业态单一，恰是东北发展“夜经

济”的潜力所在。

瞄准市场空白，结合东北气候

特点，这有山文旅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10亿元，打造了集文化、旅

游、商业为一体的室内景区项目。

“群众在文旅和休闲方面不断升级

的消费需求，是我们大手笔投资的

底气。”吕兴彦说。

一个在室内游览的山丘景

区，搭配琳琅满目的蜿蜒山路、

具有中式风格的山间建筑，是

“这有山”给人的直观感受。可

以看、可以吃、可以逛、可以拍

照，还可以观演出、品美酒、做手

工艺品，一座“这有山”，成了长

春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

旺盛的消费，让众多商家看到

机遇。

国际知名的咖啡连锁品牌，

选择将瞄准高端咖啡爱好者的

“甄选店”落户在“这有山”；国内

一家连锁火锅餐饮企业，同样把

主打高端路线的“白玉兰店”开在

“这有山”……

“我们在这里投资120万元打

造的书店，开业后口碑不错。”猫的

天空之城概念书店创始人徐涛说。

当初，“这有山”找到徐涛表达

吸引投资意向时，他还在怀疑：在

长春开店，能行吗？而事实让徐涛

出乎意料，在全国55家门店中，长

春店的营业额跻身前5。“东北旺

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一定会让书店

越来越好。”徐涛说。

数据显示，2019年“十一”假

期开业的“这有山”，首月营业额近

2800万元，即使进入冬季，11月的

营业额也达到2100万元。伴随着

一系列节庆活动，12月的营业额

还会增长。

新业态激活市场的背后，也

有政府的努力。开业前后，长

春市商务、城管、交管部门齐上

阵，帮企业跑手续、解难题，治

理周边环境。

今年前三季度，吉林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3%，不断鼓起的“钱袋子”，鼓

足了长春发展“夜经济”的底气，

“室内文旅+深夜不打烊”商业

模式，正得到众多消费者和企业

投资者的认可。

消费者在“这有山”内点餐 新华社发（颜麟蕴 摄）

一个在室内游览的山丘景区，搭配琳琅满目的蜿蜒
山路、具有中式风格的山间建筑，是“这有山”给人
的直观感受。可以看、可以吃、可以逛、可以拍照，
还可以观演出、品美酒、做手工艺品，一座“这有
山”，成了长春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