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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参与共建共享
全力推进四城同创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进行时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把园林搬进城市 让市民拥抱自然

OPPO 检 验 中 心 、富 士 电 梯 、
361°（大竹）鞋服产业园、维奇光电
科技……走进大竹工业园区，横平竖
直的宽阔大道两边，一座座标准化厂
房拔地而起。进入车间，工人们在各
种生产线上忙碌不停……随处可见的
火热生产场景，记者不禁为这里的蓬
勃生机感到惊叹。

而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多元化产
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大竹县域经济发
展的强大引擎。

正如市政协副主席、大竹县委书
记何洪波所言：“大竹县域经济发展
取得的成绩，在于立足优势，在于激
发了活力，更在于历届县委县政府以
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去抓的不懈努
力。”

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大竹近年来始终坚持把民营经济
发展作为“主引擎、主动力”，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强化政
策引导、平台建设、科技创新、要素保
障，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凤凰涅槃
大竹工业的华丽转身

成功的路总是要经历一番曲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跟许多农业大县一
样，大竹工业发展也依托于“农业优
势”——借“中国苎麻之乡”这个名头，
大力发展苎麻产业，种植面积最高峰

曾达 30 余万亩，23 家苎麻企业星罗
棋布，并于 2006 年 12 月为苎麻产业
加快发展规划了工业园区。

单一产业注定走不了多远，情况
很快急转直下。在市场变化和环保趋
严的“双重压力”下，红火一时的苎麻
产业遭遇寒冬，到2011年前后，一大
批苎麻企业纷纷关停。

思路决定出路，只能另辟蹊径，谋
定而动。

0.5 小时、1 小时、1 小时、3 小时
……这组时间是大竹到达州、重庆、万
州港、成都的车程时间。区位优势让
大竹窥见了未来产业发展的坐标和方
向，那就是：主动接受重庆辐射，承接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向市场要发
展空间，走多元化产业集群发展之路。

此时，定位狭窄的“苎麻工业园”
显 然 已 不 能 承 担 多 元 发 展 之 重 。
2011年，大竹县将苎麻工业园区改为
大竹县工业园区，并于2012年按省级
经济开发区组织架构设立四川大竹经
济开发区。

华丽转身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度沉寂的一池“春水”很快变成了活
水，产业结构也脱胎换骨：“1”个千亿
电子信息产业，“1”个五百亿体育产
业，智能制造、能源建材、轻纺鞋服、农
产品加工“4”个百亿产业，即“1+1+4”
大竹工业产业集群迭次展开，格局由
此转变。

稳扎稳打
“多点开花”聚合力

“以前，企业落户地方，仅跑立项、
拿地、环评、安评、施工许可等手续，就
要花费 4 至 6 个月时间，还不要说其
他建设成本。”一位企业老总向记者

“吐槽”。
而现在的大竹，这些都不再是个

事儿。
交通的外联内畅，让很多在外创

业的达州籍企业家有了“回家”创业的
想法。但是如何让这些“家人”顺利回
家并落地生根却需要超常的努力。

“办企业不是小事，‘软、硬’环境
要考虑，企业如何能快速投产要思
考。”宋晓斌是通川区人，在深圳做电
子产品已10多年，多地考察后最终选
择落户大竹，看重的就是大竹有电子
信息的基础，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力
度。“我算了一笔账，仅自建厂房这一
项，我们就可以节约近千万的投入。
节省下这笔资金，我们就可以转投技
术研发、增加设备扩大生产，快速提升
产品竞争力。”

在与宋晓斌的联系洽谈中，得知
其公司产业链上还有其他 5 家公司，
大竹县迅速反应，在政策范围内抛出

“橄榄枝”，最终实现“1+5”抱团入驻，
堪称招商引资的一个经典之作。

（下转第二版）

为有源头活水来
——解码大竹县域经济为何这么“牛”（一）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大竹
县，获取了这样一组亮眼的数据
——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大竹
县经济总量 2006 年突破 100 亿
元，用了 57 年时间；从 100 亿元
到2012年突破200亿元，仅用了
6 年时间；从 200 亿元到 2017 年
突破300亿元，仅用了5年时间。

若能保持当前增速，该县经
济总量有望在 2020 年突破 400
亿元大关，仅需3年时间就能再
突破一个百亿级增量。

与之相匹配的还有一个“硬
核”数据：2018年，大竹民营经济
增加值总量突破200亿大关，达
到 209.91 亿元，增速 8.8%，连续
六年全市第一。

三五年时间上一个“百亿
元”台阶，民营经济连续 6 年领
跑达州，大竹有哪些秘诀？近
日，记者走进大竹，去解码大竹
县域经济为何这么“牛”。

大竹工业园区大竹工业园区

本报讯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
一方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和谐……
记者 7 月 9 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为进
一步倡导文明交通、文明出行，深入推
进“四城同创”，我市已全面启动文明
出行“四让”活动。

据了解，我市将创新文明劝导，在
主城区重要交叉路口设置警示易拉
宝，引导市民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
过斑马线规则；开展体验教育，驾校学
员在领取驾驶证前，需在达州火车站、
汽车西客站、汽车南客站、汽车北客站

参加不少于2小时的义务交通文明劝
导；组织志愿劝导，在主城区主要干道
早晚高峰期，对乱穿马路、翻越护栏和
中心隔离带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文
明劝导；坚持课堂教育上街道，各中小
学校上学、放学期间，组织本校师生在
校园周边学生通过的主要路口开展文
明劝导活动；强化公交安全监管，在重
要时段、重要站点，市公交公司安排执
勤人员开展“三危品”检查，维护乘车秩
序，劝导乘客文明乘车；推动文明行车
进景区，加强景区停车场点、公交站台
管理，开展文明行车引导，形成文明礼
让、有序停放氛围，带动游客文明礼
让。

同时，我市将加大对车辆闯红
灯、逆向行驶、不礼让斑马线、乱鸣
笛、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遇堵时随意
穿插超越，行人翻越护栏、乱穿马路
等不文明行为的现场查纠力度，对发

现的不文明交通参与者，现场组织学
习文明出行“四让”规则 5 分钟，开展
文明劝导活动 15 分钟。建立文明出
行“四让”活动抄告制度，每月将现场
查获的公务车抄告公务车主管部门
以及所在单位，将公职人员私家车名
单抄告所在单位，同时抄告市四城同
创办，涉及到县级干部的抄告市委组
织部；每月将现场查获的公交车、出
租车、网约车等“重点车辆”的不文明
行为抄告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
部门集中组织驾驶人待岗学习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不少于 3 天；对抄告达
到 3 次的，由行业主管部门暂停其从
业资格进行整改，并对其所在企业法
人进行约谈。市级主流新闻媒体每
月将集中曝光一批不文明交通参与
者，引导市民自觉遵法守规、文明出
行。

（本报记者 谭楚甲）

我市全面启动文明出行“四让”活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宗旨。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之一。今年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也提出了“为民服务
解难题”的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下
决心大力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
事”，就是结合达州实际贯彻落实基本
方略、对齐目标任务的具体举措。目
前，市级13项整治方案已全部出台，各
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执行，务求
以整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精心推进重落实。整治工作任务
重、要求高、涉及面广，是一场硬仗。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整治工作
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级各部门既要按
照市上制定的集中整治方案，撸起袖
子加油干；又要结合实际，从群众反映
最强烈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入手，精
准施策、标本兼治，做实做细整治工
作。要敢于担当、勇于破难，以“作于
细、成于严”的韧劲真抓实干，压实责
任，明确节点，倒排工期，做到堡垒一
个个攻克、难题一个个克服，聚沙成
塔、积小胜成大胜。要以科学务实的
态度、严细深实的作风纵深推进整治
工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坚决防止敷衍塞责、浅尝辄止、虎
头蛇尾，确保整治工作高质量完成。

统筹联动扩战果。全市上下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抓整治的意识，科学
统筹调配资源，高效优化利用资源，系

统谋划、统筹推进解决群众最不满意
的问题。要横向协同，加强部门间沟
通协作，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凝聚合力
抓整治。要纵向贯通，市、县、乡拧成
一股绳、形成一股劲，上下齐力抓整
治。要由点及面，强化示范带动，扩大
整治成果，形成“整治一个、治理一线、
带动一片”的良好工作格局。

群众参与见实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坚持群
众路线贯穿工作始终。要坚持“开门”
抓整治，把整治的目标、内容、时限、责
任和进展情况及时公布，听取群众意
见，凝聚民心民智，动态优化调整，真
正把群众烦心的事、苦恼的事整治为
满意的事、高兴的事。要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提高对整
治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认可度。要
将整治全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
下，通过民主评议、民意调查等多种方
式让群众来评判整治过程实不实、效
果好不好，以民心为导向确保整治工
作不脱靶不偏向不散光，让人民群众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感受到整治工
作实效。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各级各部门要紧
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以痛治沉疴的
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求真务实的作
风，真抓实干、攻坚破难、善做善成，用
真情和汗水来赢得人民群众的“点赞”，
以整治工作的良好实效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清 付勇 刘姣 特约记者 饶春宝

整治的是问题
赢得的是民心

□本报评论员

热泪，掌声，奋进！这是宣汉近段
时间的主题词。

“脱贫光荣，安贫可耻！”“脱贫攻
坚，舍我其谁！”“脱贫攻坚，众志成城！”
这是宣汉近段时间的最强音。

火热七月，十场以“深情的挂念”为
主题的宣汉县文艺志愿服务团“助力脱
贫攻坚”巡回慰问演出，在宣汉县南坝、
樊哙等10个片区乡镇浓情上演。

不管是烈日炙烤，还是风雨交加，
闻讯从方圆几十里地赶来的群众，面对
精彩的演出，陶醉其中。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每场演
出的 12 个精心排练的文艺节目接地
气、顺民心、鼓士气，直击观众泪点，切
中群众心声，唱到了群众心坎上，说到
了群众内心深处。

整台演出在歌舞《繁荣美丽新宣
汉》中拉开序幕，激越高亢的歌声，优美
婀娜的舞姿，迅速把群众的思想凝聚到

“脱贫攻坚 众志成城”的时代主题和

使命担当上来；诗朗诵《使命与担当》，
表演者声情并茂的朗诵，让观众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全县帮扶干部扶贫工作
的使命与担当；谐剧《麻将人生》，通过
演员诙谐俏皮的语言，让观众对“沉溺
麻将，毁掉一生”的教训铭记在心；小
品《户口本》，通过主人公串改户口信
息，把母亲申请为贫困户，不尽赡养义
务，遭到群众严厉斥责，最终认错改正
的感人故事，鞭挞了脱贫攻坚战场上
少数群众“争当贫困户、脱贫等靠要”
的错误思想，让群众深受教育。演出
在齐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中落下帷
幕，现场观众与演职人员一道，手舞小
国旗，齐声高唱，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
真挚热爱和与祖国母亲血浓于水的深
厚感情，迸发出“脱贫攻坚 决战决
胜”的冲天豪气。

演出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
过一浪，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信心坚
如磐石。 （下转第二版）

凝聚“整县脱贫摘帽”强大动力
——宣汉县文艺志愿服务团巡回慰问演出

助力脱贫攻坚

惊艳如歌岁月
凝聚文化自信

——达州市全力推
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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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市
持续开展“项目攻坚突破年”“招商引
资落地年”“工业提质增效年”等系列
活动，发力民营经济，激活民营资本，
实现民间投资逆势高速增长，有力促
进了全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1至5月，达州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8%，高于全省32.8个百分点，增速由
全省第17位跃升至第1位。

鲜明发展定位
提振投资信心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将达州定
位为四川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
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极大地提
升了达州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我市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提出
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奋力争创全省
经济副中心的目标，并将该项工作细
化为“10+5”专项命题集中调研并分解
落实，先后编制出台区域中心城市发
展规划、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规划和工
业转型升级、服务提档升级等多个攻
坚计划，广大企业投资达州的信心更
加坚定。

我市去年招商签约的 179 个重大
项目在今年已陆续开工建设，投资200

亿元的达钢搬迁转型发展项目战投从
一度鲜有问津到多家企业上门寻求合
作；在外达商将区域总部迁回达州
的意愿强烈，近两年回乡创业发展超
过10万人。今年1至5月，我市新签约
重大项目47个、总投资708亿元，新入
驻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民营 500
强企业共7家。

政策叠加转化
激发投资热情

我市抓住国家和省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和支持革命老区、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等利好政策，明确“6+3”支柱产
业发展，制定9大产业发展路线图和教
育 9 条、卫生 10 条、民营经济 22 条等
系列措施，集中包装200个重点产业项
目、总投资约800亿元，以及71个基础
设施补短板 PPP 重点合作项目、总投
资659亿元。1至5月，全市新开工工
业项目82个，完成工业投资117.55亿
元，同比增长24.6%，位居全省第四位；
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562个、完成
投资 335 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近
30%。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制
定实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8 条和配套
政策12条，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1至
5月， （紧转第二版）

1至5月

达州民间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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