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国际铁路港（四川自贸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

区）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拥有四川唯一铁路货运型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建立起以成都为主枢纽，西进欧洲、

北上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成都国际班列线路网

络和全球陆海货运配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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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明

今年以来，浙江省永嘉县桥头镇

聚焦该县“五城三地一新区”发展战

略，制定“四城三区一高地”（打造“工

贸重城、魅力强城、幸福新城、旅游绿

城”，创建“‘两个健康’先行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基础治理样板区”，培育“省

级小城市新高地”）发展思路，以致力

打造“现代化宜居宜业宜游小城市”为

抓手，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

补齐发展短板、提高治理效能、提升民

生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谋大招强
打好民营经济发展组合拳

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两个健康”先

行区创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桥头

镇先制定《桥头镇工业企业整治提升

工作方案》，通过对全镇亩均税收5万

元以下的低效工业企业开展全面整

治,加速淘汰民营企业落后生产力,巩

固提升民营经济。截至目前，已累计

完成52个厂316家企业的整治工作，

其中完成低效企业整治18家，计划年

内整治提升50家以上。同时，实施电

镀企业兼并重组，引进系统化、智能化

设备，扩大电镀企业经济和生态效益。

为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该镇

通过招大引强，推动产业集聚和要素

集聚。今年以来，该镇全面提速洛溪、

白下服装辅料小微园建设，将入驻投

产的优质企业达11家，成功出让壬田

47亩工业地块，招引落地了华东游乐

设备有限公司、温州奥莉娅服饰有限

公司和金地亚等3个先进单体制造

业，还启动了4个企业智能化改造。

此时同时，征地和招商工作，林福一期

达到组建报前置条件并进入省重大产

业项目申报。此外，以培育经济增长

点为重点，加快“桥头人经济”向“桥头

经济”转化，发力建设欣邦总部经济

园，顺利促成浙水股份公司、稻草人股

份等企业总部回归注册，至9月底，全

镇完成总部回归税收额1948万元。

补齐短板
推动以城带乡高质量发展

为了着力缩小城乡差距、补齐共

同富裕短板，桥头镇聚焦打造以中等

收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坚持走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共同创富的路

子。一是创新就业岗位，鼓励引导各

大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校企合作，为

全镇农村定向提供就业或实习岗位。

仅此全镇今年新增了就业820人，使

城镇失业率有效控制在县平均水平

1.79%以下。二是大力发展电商富农，

2020年以来建成省级电商示范村1个、

电商专业村4个，并于去年年底启动

国际电商产业园建设，去年完成电商

营业额14.63亿元，预计至今年底电商

营业额将超过4亿元，城乡居民收入

普遍提高。三是强化“造血”功能，推

动集体增收致富，通过租赁村集体闲

置资产、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等方式，用

资源换资金，用存量换增量，至今年

8月底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超3135万

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1498万元。同

时，创新“薄弱村抱团致富”模式，引导

16个村联合成立村集体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出资1380万元购置农房集聚改

造项目商业店铺发展物业经济，增加经

营性收入；通过盘活土地资源，采用“乡

贤+基地+农户”方式，动员在外能人反

哺家，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流转等形式，

招来乡贤、种植大户，打造田园综合体

或特色农特产品基地，全镇发展育苗

和规范化种植试验田438亩。

创新治理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聚焦镇域治理现代化，该镇坚持

强化党建引领，建立法治、自治、德治、

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以

此为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迭代升级治理水平。率全县镇街

之先投用镇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探索发挥“调处中心+全科网格+

四个平台”镇村两级三面治理效能，今

年累计处置四个平台动态信息（案事

件）1.36万条，处置率达100%，收到初

信17件，化解率达100%，收到初访

11件，化解率达100%，收到12345热

线电话投诉件231件，化解率97%。

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累计排

查矛盾纠纷30件，镇调委会调处民间

纠纷180件（包括10件非正常死亡事

件），化解率达100%。

深化“法治桥头”建设。健全“三重

一大”决策机制和党委法律顾问工作

机制，聘请浙江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娟娟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并建立风

险评估、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等制

度，对纳入合法性审查事项清单的内

容，如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合同、重

大行政决策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切实

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水平，去年至

今，行政诉讼始终维持零败诉的水平。

着力构建“平安桥头”。统筹安全

与发展，扎实开展“8+5”重点领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完善“事前防范预警、事

中妥善处置、事后反馈提升”风险闭环

管控机制，全力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实

现了全镇安全生产无事故目标。

创优环境
为建设宜居美好生活“加速”

为了建设共同富裕宜居环境，桥

头镇坚持深化全域环境治理，围绕碳达

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贯彻实施“两山”

理念，扎实开展“美丽桥头”大整治大提

升行动，推动全域环境微改造、精提升。

在实践中，该镇把健全全域整治

长效机制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强化党

建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纵深推

进“四边三化”，扎实开展美丽村居、美

丽田园、美丽公路、美丽街区、美丽庭

院“十大美丽”行动，实行“党员认领、

网格化包干”并搭建“村村擂台、月月

比拼”“全域环境整治日”等有效载体，

助力创成县级全域环境整治“三星级

示范村居”3个，全域环境考核连续多

年稳居沿江11个镇街前3名。同时，

开展森林景观带、交通绿化带、休闲广

场带、田园风光带和沿江沿河带“五带

建设”，完成4000亩国土绿化，并推进

各大入城口、主干道、休闲公园“绿化

彩化”工作，并启动省3A级景区镇、省

美丽城镇创建。

实施全域污染防治攻坚持久战，

巩固国家卫生镇、浙江省剿灭劣五类

水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突出贡献集

体成果，持续开展蓝天碧水清废行

动。今年以来，该镇全面启动树脂类

纽扣行业废水集中纳管处置工作，提

速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和清洁化工

程，并谋划白垟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

引进天虹热力公司和东虹公司对全镇

工业废料和部分固废进行处置，建成

电镀污水集中处理厂进水调试，使32

家电镀企业均排放达到省标标准。与

此同时，加快全镇的“污水零直排”工

程建设，累计建成316家企业雨污分

流系统和小餐饮污水分流系统和建成

区的全部污水管网。

提升服务
以扩大供给厚植百姓福祉

为了扩大共同富裕有效供给，桥头

镇着眼于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努力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入手做实民生实事，以此厚植百姓福祉。

一是着力提供优质服务。聚焦改

善居民吃、住、行，积极推进农贸市场

规范化建设，改造提升桥一农贸市场，

被评为省四星级农贸市场，保障老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持续推进商贸城

西侧5幢~13幢城中村改造，目前已

完成签约84.2%，并提速桥一、壬田出

让和安置地块建设，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引进“小呗”单车，目前已投放

500辆共享电瓶车，并开通14辆社区

巴士、3条线路，让百姓“行得舒心”。

加强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积极谋划县

三医迁改工程，保障村民“病有所医”。

二是持续释放改革动能。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中心规范化建

设，推广使用港澳台自助签注一体机

1台、“瓯e办”便民服务终端3台，新

入驻1个医保窗口，在使用窗口数达

到12个，月均办件量达1.5万件，较去

年同比上升63%，被评为温州市示范

性基层政务服务中心。推进数字化改

革，加强“浙里办”“浙政钉”两个前端

建设，探索城市管理“数字大脑”。

三是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累计申请市级非

遗4项、县级非遗5项，并建成34个文

化礼堂，其中今年新建成6个，文化礼

堂覆盖率达91%，年内可达100%，被

评为浙江省文化礼堂建设示范乡镇，

并积极建设城市书房、百姓舞台、文体

中心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构建“15

分钟文化服务圈”。桥头镇维多利广场 （桥头镇人民政府提供）

锚定锚定““四城三区一高地四城三区一高地””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小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小城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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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镇菇溪河 陈金乐 摄

□ 杨 富

一 季 度 1742.4 亿 元 、二 季 度

1937.1亿元、三季度2181.8亿元，刚

刚过去的9个月，成都货物贸易进出

口以规模逐季提升态势，抛出了一条

稳中向上的阶梯线。

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成都外

贸规模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6位、西

部首位，同比增长12.8%，占同期四川

进出口总值的 87.6%。内生动力增

强、结构持续优化、开放平台带动强、

产业集聚效应初显，这是前三季度成

都外贸运行的特点和亮点。在促进全

省外贸稳中提质发展中，“主干”引领

作用进一步明显。

外贸数据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综合反映一个地区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扩大开放合作的能

力和水平。今年以来，成都外贸进出

口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态势，外

贸规模扩大的同时，外贸质量也同频

共振提升，其背后的密钥则是西部外

贸第一城的“加减法”运算。

加法：强“链”补“链”
国际门户枢纽赋能外贸发展

9月30日，一辆满载着智能家电、

电视产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成都

国际铁路港驶出，一路西行驶向荷兰蒂

尔堡。随着该班列开行，成都国际班列

累计开行量创新高——达15,000列。

一趟趟国际班列连通“一带一路”

两端，推动了扩大对外贸易、产业集聚

发展。成都国际铁路港班列有限公司

副经理王伟琨说，目前，成都国际铁路

港已经与全省15个市(州)共建“亚蓉

欧物流(产业)基地”，形成“进出口贸易

在港区、生产基地在市州”产业联动模

式，带动相应的智能制造、电子产品、

先进材料以及农副产品远销欧亚。

与之相呼应的是，今年以来成都

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稳定较快增长。

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成都实现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861.3亿元，同比

增长12.8%，占同期四川进出口总值

的87.6%。

“高水平开放平台是外贸稳定增

长的一大支撑力。”成都海关统计分析

处潘旭东说，前三季度四川6个综保区

合计进出口 4511 亿元，同比增长

12.4%，占同期四川外贸总值的67.4%，

拉动全省外贸增长8.5个百分点。

而四川6个综保区中，成都占据

一半，拥有高新、高新西园、国际铁路

港3个综保区开放平台。其中，今年

前三季度成都高新综保区进出口

4294.9亿元，位列全国综保区第1，同

比增长7.1%。

翻阅进出口货物“清单”，将发现

农产品出口猛增是今年成都外贸运行

中一大新亮点。前三季度，成都出口

农产品20.3亿元，同比增长逾四成。

虽然整体规模尚不大，但是增长速度

非常快。据悉，出口农产品主要以新

鲜菌类、水果等为主。

“主要是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效应

带动的。”四川品高农产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彤说，鲜货出口最重要的是国际

运输高效快捷，近年来成都国际门户

枢纽地位和效应不断提升，畅达全球

的国际通道不断缩短农副产品与国外

消费市场的时效距离，加上口岸营商

环境优化，使得出口新鲜农产品质量

更有保障，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今年以来，成都已先后新开通6条

定期全货机国际航线，开通数量创历

年之最，有力地提升了陆空国际货运

能力，提升国际门户枢纽辐射力，增强

国际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

减法：缩短通关时间优化监管
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10月15日，一批价值246万元的

车用锂蓄电池包在保税状态下，由中嘉

汽车制造(成都)有限公司结转至大庆沃

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是成都海

关在四川启动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

改革试点以来首票集团保税结转货物。

“这一创新模式，让成都沃尔沃与

大庆沃尔沃之间相互调拨保税料件不

再需要支出内销税款，保税料件流转

更便利，还可节省不少资金。”中嘉汽车

制造(成都)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丁永

莲说，与以往模式相比，新的监管模式

可为上述那批货物节省税款56万元。

纵观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情况，民

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领跑外贸经

营主体，是外贸运行中的又一大亮

点。前三季度成都民营企业进出口

1175.9亿元，同比增长33.2%，占成都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0.1%，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为何成为外贸中的一匹

“黑马”？“营商环境对国际贸易企业

来说十分重要。”成都巴莫科技市场部

经理杜金瑞说，除了国际通道畅通，

成都拥有高效通关服务、良好口岸营

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国际市场竞

争力，推动进出口业务发展。今年以

来，成都巴莫科技出口业务同比增长

3倍~4倍，创下了历年新高。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成都海关进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50.52小时

和1.58小时，与2017年整体通关时间

基 数 相 比 ，分 别 压 缩 58.25% 和

56.94%。伴随通关效率不断提升，持

续优化成都的口岸营商环境，有力促

进了跨境贸易便利化。

最近，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典型做法的通知》，有8个城市共计

72条典型做法被面向全国推广。其

中，成都共有12条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典型做法入选。

通关时间持续缩短、优化监管创

新模式，监管服务上的“减法”提升了

营商环境，为外贸进出口注入了活

力。成都外贸规模稳步提升的同时，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进一步

提升。前三季度，成都以一般贸易方

式 进 出 口 91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5%，占成都外贸总值比重较去年

同期提升了2.1个百分点。

成都国际铁路港
畅连境外城市66个

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助

力构建和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

都国际铁路港（四川自贸试验区成都

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地处“一带一路”

交汇点，拥有四川唯一铁路货运型国

家对外开放口岸，建立起以成都为主

枢纽，西进欧洲、北上蒙俄、东联日韩、

南拓东盟的成都国际班列线路网络和

全球陆海货运配送体系。截至目前，

成都国际铁路港已畅连境外66个城

市、境内20个城市，累计开行国际班

列超过15,000列。

其中，成都中欧班列有力保障了

中西部地区电子信息、汽车整车、智能

家电、生物医药等适铁适欧产业运输

需求，运输货物以TCL、联想、戴尔、沃

尔沃、康佳、创维、宝马等高附加值制

造业产品为主，本地货源占比超70%，

促进“成都造”“四川造”产品加速进

军国际市场。

20多名关员全年无休
守护空中通道不断“链”

“咚、咚……”下午1时30分许，双

流机场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陈杨“刨”完

一盒盒饭后，赶紧从二楼跑到一楼海

关报关大厅，楼梯间传出急促脚步的

回响声。“要尽早完成出口货物查验等

通关监管，否则会影响到搭乘班机。”

陈杨边走边说。

近日，成都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

细雨，但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国际货站一

片火热的景象，装卸叉车在一排排出口

货物中来回穿梭。几小时后，这些货物

将搭乘国际班机被运往全球各地。

双流国际机场是四川唯一一类口

岸，双流机场海关监管一科是成都关

区唯一365天不停歇的货运通关现

场，承担着由成都出入境所有航空运

输货物的监管。陈杨说，20多名关员

“三班倒”全天候提供通关服务，全力

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无阻。

据统计，今年前9月成都双流机

场口岸进出口货运吞吐量13.9万吨，

同比增长11.4%。其中，全货机货运

吞吐量8.6万吨，同比增长逾三成，占

机场口岸货物吞吐量(不含航油出境)

近八成。

近年来，成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力度，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国际型企业落户成都。这些企业

大多集中于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等，

对国际航空运输时效及通关效率有着

较高的要求。

“例如，戴尔公司全球出货中，平

均每3台中就有1台是‘成都造’，货物

从戴尔成都工厂运出后，必须在48小

时内运抵全球各个目的地。整个流通

环节卡着时间一环扣一环。”陈杨说，

双流机场海关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

货物出口“随到随走”。

作为坚守在一线的国门卫士，既

要保障国门安全，又要保障通关效率

提升，也由此而带来了不小挑战。疫

情发生后，双流机场海关监管一科迅

速成立了“星晨突击队”，突击队下建

立了由党员干部牵头的多个应急保障

小组，全年无休，时刻在线，“灯火通

明”守护国际物流供应链不断“链”，保

障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货物畅通。

西 部 外 贸 第 一 城 的“ 加 减 法”
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成都外贸规模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6位、西部首位，

同比增长12.8%，占同期四川进出口总值的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