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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四好农村路”跑出县域发展“加速度”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助力高质量发展

□ 唐元龙 肖顺畅

2021年3月18日，四川省政府办公

厅发布了第四批“四好农村公路”省级示

范县名单，凉山州会东县榜上有名。

咬定农村公路建设不放松，推动城

乡融合“加速跑”。近年来，会东县抢抓

新时代发展机遇，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把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作为推进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县域经济日

新月异，交出了民生服务的上佳答卷。

据统计，会东县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共有

各类公路5040.7公里。其中，国道82.9

公里、省道179.3公里、县道190.3公里、

乡道360.1公里、村道1410.6公里、厂矿

专用公路84.2公里、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专用公路会东至河门口46.9公里、风电

公路 217.6 公里、通社公路 2468.7 公

里。以路为依托，会东县域经济发展迈

上了新台阶。

筑起一条民生发展路

会东县地处四川省南部边陲，大山

大水是会东县的真实写照。会东县交

通条件落后曾一度导致了乡村闭塞、贫

困与落后。正因如此，走出大山成为老

百姓世世代代的期望。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贫困、

落后不是会东县的标签。但修路不只

是一个单纯的工程问题，更是涉及群众

切身幸福的民生问题。要带领群众致

富，“路”作为基础设施，也是群众迈向

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

会东县交通局副局长黄元杰表示，

一直以来，会东县的交通主干线上缺乏高

速公路，唯一的通道便是国道G353线。

时至脱贫攻坚，会东县在公路建设上，主

要完善“毛细血管”，建设县乡村道，解决

了老百姓的出行问题。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衔接阶段，会东县主要将原有规

划的道路进行改善提升。脱贫攻坚以来

实施的县乡道公路工程共计13条，建设

里程360.85公里，通村公路工程共161个，

建设里程1223.2公里，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修好公路惠及民生，家住姜州镇小

坝村的吴贤芳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家

里到集镇不方便，还是泥巴路，走路大

约1小时，山上采的菌带到集镇已经不

新鲜了，现在交通比较方便，在山上采

到菌，20分钟就拿到集镇售卖，不仅菌

新鲜，价格也不错。”

前不久，姜州镇民权村 8组村民

蔡守洪正忙着售卖桃子。据了解，蔡守

洪一直都靠着种植桃子和烤烟为生，已

有10年桃树种植经验。蔡守洪说，目前

他家大约种植了5000棵桃树，品种比较

多，从6月可以卖到11月，每到赶集日，

他都会采摘桃到集镇售卖，以前都是些

土路，出行很不方便，桃拿到集镇会沾上

灰尘，桃也容易坏。现在家门前修了一

条宽敞的柏油路，赶集方便了，桃的销量

增加了，收入也增加了。听说今年年底

就通高速路了，他表示要认真研究种桃

技术，扩大种植规模，带动乡亲们一起

种植，把桃销售到更远的地方，让乡亲

们越来越富裕。

筑实一条产业发展路

6月21日，是会东县堵格镇赶集的

日子。吃过早饭，大车小车的牛羊便陆

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运往堵格牲畜交易

市场，交易市场内热闹非凡。“今天的收

入还算可以，前几天从会理县太平镇买

回的40只羊被云南曲靖的老板买走，

除去一切开支，净赚了2000多元。”长

期在市场上做牛羊生意的堵格镇普卓

村村民赵正桥一边数着手里的钞票，一

边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会东县坚持“大交通谋篇，

大路网布局，大项目突破，大物流兴业”

的基本思路，统筹铁路、水运、民航机场

布局，打通攀西陆海新通道，快速提升

会东县交通区位，构建“一机一铁三高

多出口、城乡多网水航通”的交通发展新

格局，实现“对外快捷、对内通畅、多式联

运、出川入滇、通江达海”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川滇结

合部重要交通节点，开启建设攀西南向

开放交通先行区新征程。积极配合会东

县境内支线机场、攀昭铁路及相关配套站

点的建设；东—会会高速会东至会泽，

S468会东经铅锌镇、野牛坪过金沙江大

桥到云南东川；西—G4216会东经会理

到西昌或攀枝花；南—会禄高速、乌东德

电站专用公路过河门口大桥至云南禄

劝、昆明；北—G4216、G353线会东经宁

南葫芦口到云南巧家引领会东经济社会

持续稳定发展。构建“两会”半小时经济

圈，融入西昌、攀枝花两小时经济圈和昆

明3小时经济圈，推进全域会东县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全力把会东县建成中

国西部重要的优势资源转化高地、全省

重要的生态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出川

入滇、通江达海”的南向桥头堡、凉山重

要经济增长极，建成四川经济强县，打造

美丽富饶文明和谐新会东，加快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进程。

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条件的优化，

随着运输业蓬勃发展，会东县的专业发展

不断壮大。据了解，随着交易市场的发展

壮大，许多村民买了农用运输车，专门从

事牛羊贩运。堵格镇堵格社区曹华祥做

牛羊生意近10年，5年前开始经营农用运

输车，每个月至少从周边地区贩运牛羊

10趟以上，月收入七八千元。闲时还为

云南、攀枝花等地的客商运送活畜，年收

入也有8万元左右。像曹华祥这样的专

业运输户，全镇还有20来家。

据了解，会东县是有名的“黑山羊之

乡”，其养殖规模为全省第一，并于2016

年成功申报会东黑山羊地理标志。多年

来，会东县积极探索，走出一条保护与改

良并重的“羊路子”。在品种改良的基础

上，聚焦会东黑山羊养殖规模化、产业

化，目前基本实现商品羊基地化。2021

年，会东县黑山羊出栏100只及以上的

规模户达到2000余户，全年黑山羊存栏

7.638万只，出栏72.4万只，产值达15亿

元左右。“十四五”期间，会东县将继续积

极培育会东黑山羊品种，完成会东黑山羊

的品种培育申报工作，力争实现黑山羊年

存栏达100万只以上，产值达20亿元以

上，努力将会东黑山羊产业打造为会东

县产业振兴的“领头羊”。

筑牢一条群众幸福路

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会东县相关

产业蓬勃发展。在产业发展的背后，一

条关乎提升群众收入的经济逻辑被完

美演绎出来。构成了交通环线促进产

业发展，产业发展又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的良性循环。

说起因路而兴的产业，会东县蓝莓

现代农业园区是绕不开的话题。据了

解，该园区目前为全国最大的在高山丘

陵区实施的单体蓝莓基质种植基地，先

后与国际极具权威机构达成原种供应

及种植技术合作，引进全球最先进的无

土基质栽培、大棚设施、自动化灌溉系

统和苗木专利品种及生产管理体系，吸

取全球最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经营

理念，坚持“标准种植+文化展示+休闲

观光”多功能配套，实现多业态融合。

园区一、二期“大棚+露天”种植蓝莓

5000亩，后期规划种植面积1万亩，并

配套建设蓝莓分选车间、冷链储运设施

及蓝莓加工厂，有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为了做好蓝莓基地保障服务，

建设旅游观光道路标准建设蓝莓基

地产业路2.875公里，二期即将建设完

成4.324公里。改善旅游道路基础设

施，推动旅游业发展，蓝莓基地果树栽

培等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产品不用中转，

能快速进入国省干线公路实现外运，农

产品外运输时间缩短，沿线农民人均增

收1000元。

2020年，会东县蓝莓现代农业园

区挂果投产的蓝莓有560亩，产量715

吨、产值5600万元，待园区5000亩进入

盛果期后，预计年收入可达10亿元以上。

据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会东县蓝

莓现代农业园区目前已与40余家高

校、企业、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与中国农大和西北农林科大开展专家

联营、技术攻坚，大力实施“智汇乡村”

人才培养计划，有效激发园区发展动力

活力。2020年，引回5名本土高素质人

才参与园区管理，培养12名党员致富

带头人，21名技术型本土人才，带动园

区周边农户种植蓝莓数百人。

有了发展的底气，会东县蓝莓现代

农业园区将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作

为目标。据了解，该园区通过“龙头企

业+合作社+职业农民”产业扶贫模式，

以“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加盟发展、打

工学艺、产业引领”等方式，积极组织水

电移民、建档立卡贫困户、土地流转户

开展产业技能培训，使其就地转化为园

区产业工人，保障了园区健康有序发展

的同时，实现促农增收。

经过一系列实践，会东县蓝莓现代

农业园区推行的“龙头企业+合作社+

职业农民”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在会东县

全域展开。该模式旨在通过以土地流

转、园区务工、周边农户加盟发展等方

式促农联农增收。2020年度，公司流

转土地5000余亩，支出土地流转费用

约600万元，提供劳务岗位2000余个，

支出劳务费用约1500万元，带动当地水

电移民、贫困户、土地流转户等625户，

总计增收约2100万元。

四川凉山州会东县把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县域经济日新月异

□ 袁 鹏 刘虹雨

面对建筑行业严峻形势挑战，中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

设”）认真贯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

以人事、劳动和分配改革为突破口，向

改革要动力，向管理要效益，以全员绩

效考核为引领，逐步构建形成“人才发

展、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四

位一体的人才管理体系，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职级体系+全员绩效考核
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中铁建设人力资源负责人介绍，为

解决员工职业发展方式单一化问题，集

团将所有员工分为管理岗位、专业岗

位、技能岗位和操作岗位共四大类，横

向18条岗位序列，纵向6级发展阶梯，

形成了“横向多序列、纵向多层级、上有

专家库、下有人才池、晋升有通道、退出

有机制”的人力资源职业发展管理体

系，打通了“上下”的通道。

“上”和“下”的关键在考核。有别

于其他企业，中铁建设的绩效考核更

加突出全覆盖、可量化。公司搭建全

员绩效考核体系，考核结果直接与管

理序列人员的调整和专业序列人员职

级晋升挂钩。2021 年职级调整完成

后，1249人绩效考核结果优而实现职

级晋级，23人由于绩效考核结果劣而实

施职级降级。2019年以来，公司党委

管理的干部中有9名同志由于年度绩

效考核不理想由正职调整为副职或被

免去相应职务，4名曾调整为副职的同

志由于出色的业绩考核结果被重新任

命为正职。

用工模式转换+全员绩效考核
实现员工能进能出

如何打破国有企业“铁饭碗”思想

痼疾，中铁建设给出了解决方案：深入

推进劳动用工改革，完善劳动合同转换

机制，在员工总量守恒、职工队伍稳定

的前提下，推行“优胜劣汰”，畅通“进

出”通道。员工可通过绩效考核成绩优

异、提升学历、考取注册类证书、成长为

重要管理岗位人员等方式，实现向上转

换合同。同时，对于绩效成绩差、违法乱

纪、经培训仍不胜任工作等情况则向下

转换合同或解除合同。2021年，全集团

共有543人进行劳动合同转换。其中，向

上转换492人，向下转换50人，39人由

一定任务合同转为劳务派遣用工，11人

由固定期合同转为一定任务合同。

针对总部员工，中铁建设实行末位

淘汰制，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总部

员工关键绩效指标（KPI）、工作任务指

标（GS）和综合评价指标进行复核，确

保了员工有激情、在状态，总部“大脑”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职级薪酬+全员绩效考核
实现收入能增能减

为提升一线及核心员工薪酬竞争

力，中铁建设积极与市场接轨，全面优

化职工薪酬体系，将原有的“岗薪制”

优化为“职级制”，在员工薪酬水平总

体不降低的原则下，更加突出向一线

项目部倾斜、向项目核心岗位人员倾

斜，真正体现论绩效论英雄。为此，中

铁建设建立6级54档职级薪酬体系，

每一个薪档的标准清清楚楚，每年动

态调整职级薪酬，明确了“增减”的依

据。2021年绩效调薪完成后，822人

绩效考核结果优而实现薪档晋升，人均

月收入上涨333元，最高上涨420元；

45人因绩效考核等级为“D、E”而薪档

调降，人均月收入下降293元，最高调

降500元。

既要确保公平，又要合理拉开差

距，中铁建设将绩效考核成绩与员工年

度效益奖金和月度绩效工资挂钩，同时

将个人绩效与公司（部门）绩效相关联，

公司（部门）年终绩效结果可直接影响

个人绩效系数加成。新机制实施以来，

在同一单位条件下，同级别管理层人员

年度薪酬差距最高达到23%，同职级员

工年度薪酬差距最高达到21%。

中铁建设以人事、劳动和分配改革为突破口，形成四位一体人才管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丁南报道

记者从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

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办公室获悉，

东侨开发区创新完善联动排查、

“公调对接”、多元参与三项机

制，推动公安调解与人民调解的

有机融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纠纷解决在诉前，有效提升预防

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水

平，取得良好成效。

强化联动排查研判机制，打

好“预警牌”。东侨开发区推动

成立东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联合社区网格员、综治管理员等

基层力量，将矛盾纠纷排查作为

工作重点，进行联动排查，强化

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做到矛盾

早发现早调解，将矛盾化解于萌

芽。今年以来，东侨社区调解员

共摸排辖区矛盾纠纷35次，排查

各类矛盾纠纷43起，调解纠纷

445起，预防纠纷17起，涉及金

额142.13万元。

完善“公调对接”处置机制，

打好“化解牌”。东侨开发区创

新完善“110+12348”（公安报警

和法律咨询热线）“公调对接”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建立五里亭派

出所“公调对接”人民调解室，持

续优化提升“公调对接”工作流

程，有机融合公安调解与人民调

解，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享信

息资源，交流工作经验，全力推

动矛盾纠纷化解。截至目前，驻

所人民调解室共接待来访群众

198人次，受理矛盾纠纷141起，

调解成功率达98%，帮助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着力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打

好“组织牌”。东侨开发区通过

整合各方力量，进一步推动人民

调解员构成多元化，加大力度多

渠道挖掘调解人才，全力打造新

时代东侨人民调解队伍。目前，

已成功邀请“全国优秀调解员”、

专业律师和具有丰富调解经验

的社区干部等热爱调解事业的

各行业专业人员组成首批东侨

人民调解队伍。同时，进一步强

化业务培训，采取以会代训、集

中授课、现场观摩、旁听庭审等

多种培训形式，让调解员在干中

学、学中干，不断提高对各类矛

盾纠纷的化解能力和处置能力，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

硬的专业人民调解员队伍。

山东青岛崂山区今年上半年
海洋生产总值实现 146 亿元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东省

青岛市崂山区紧紧围绕青岛市

“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

的城市愿景，以服务青岛打造引

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为着力点，加

强系统谋划，健全工作机制，狠

抓任务落实，推动全区海洋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海洋经济保持稳步增长。

2022年上半年，全区海洋生产总

值实现146亿元，同比增长11.2%。

海洋交通运输业增长18.9%，涉

海金融服务业增长10.7%，涉海

设备制造业增长14.9%；涉海重

点项目加快招引建设。顶格推进

涉海项目招引，在海洋能源、海洋

装备制造等领域，引进国安磁动

力、融通海油能源等重点涉海项

目；海洋特色产业不断创新突

破。集中发力海洋生物医药、海

工装备制造、涉海金融服务等特

色海洋产业。

下一步，崂山区将深入贯彻

省、市党代会关于海洋经济发展

的一系列部署要求，从省、市海

洋经济发展大局中找准崂山定

位、发挥崂山优势，为全市打造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作出“崂山

贡献”。

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攻关。

实施海洋领域高成长性中小企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培育库

入库行动，持续跟进10余个入

选崂山区重点产业“揭榜挂帅”

榜单涉海项目，加速海洋科技研

发及成果转化；加快海工装备制

造业升级。依托双瑞海洋、杰瑞

自动化、海仪所等企业和科研院

所技术优势，推动海工装备产业

迈向高端；提升海洋生物医药发

展能级。依托青岛海洋生物医

药研究院等院企，建设国内一流

的海洋生物医药创新研制平台，

加快海洋创新药物研发进程。

支持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打造涉

海金融服务业高地。加快发展

海洋科技金融、消费金融等新兴

业态。探索开展海洋碳汇、碳中

和等新型投融资模式。引导银

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采取

多种形式，针对涉海企业不同发

展阶段，给予直接投资、间接融

资等支持，为优质涉海企业加大

融资服务。

（孙 俨）

福建宁德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推动公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融合

广西与陕西携手合作
共建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
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全国

首个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

加强与陕西共享新通道发展机遇，

深化陕桂两省区全方位合作，借

助第六届丝博会举办的契机，广

西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西部陆海

新通道暨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

政策广西推介会。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大力支持和沿线省份的共同努力

下，广西、陕西等沿线省份强力推

进新通道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

通道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物

流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明显提

升，双向共济的经贸联动格局逐

步形成。

2021年，广西北部湾港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600万标箱，增速连

续4年居全国主要沿海港口第一

位，海铁联运班列从2017年的

178列增长到2021年的6117列，

年均增速142%。今年1月~7月，

海铁联运班列共开行4978列、增

长45%；北部湾港完成货物吞吐

量2.1亿吨、增长3.44%，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379.91万标箱、增长

22.01%，通道运行各项指标持续

向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中西

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要通道

和RCEP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

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运输通

道。今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陆路启

运港退税试点政策的通知》，以陕

西西安国际港务区铁路场站为启

运港、北部湾港为离境港的全国

首个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顺

利实施，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

新通道带来重大利好，有效缩短

陕西及周边地区出口企业退税时

间，有助于提供企业资金循环效

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支持内陆企

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

场，对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

量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龚成钰 廖 华）

会东县新街镇上中村通村公路 肖顺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