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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达
川商贸物流园区紧跟时代步伐，瞄
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向
汽 车 贸 易 领 域 注 入“ 新 能 源 活
水”。当下，品信、长安骏德、阿维
塔、广汽埃安等新能源汽车品牌纷
纷入驻，发展态势蒸蒸日上，已在园
区内形成集聚效应。目前，园区汇
聚汽车品牌70余个，其中新能源品
牌30余个，丰富的品牌矩阵足以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今年
以来，汽车贸易产业销售收入累计
约 125 亿元，而新能源汽车销售额
也表现亮眼，约为 15 亿元（包含汽
车以旧换新业务）。这一板块已然
成为园区经济稳健前行的有力“驱
动器”。

新兴产业“新苗茁壮成长”

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现代
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达川商
贸物流园区敏锐捕捉市场变化，积
极布局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现代物
流等前沿领域，为园区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新活力。渝万传媒凭借创
新实力，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
AIGC数字人孵化平台，抢占数字经
济高地。达县幺妹家政坚守“尽善
尽美、务实创新”的服务理念，在家
政市场精耕细作，为市民提供专业
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家政服务，填
补市场空白。申通快递、百世快递、
菜鸟乡村协同电子商务，全力推进
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打通城乡电商“脉络”，拓宽销售
渠道。这些新兴产业如同新生幼
苗，在园区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撑
起一片发展新绿荫。

未来产业“蓝图精心擘画”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达川商
贸物流园区依据自身独特的资源禀
赋、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前沿的科
技条件，精心谋划未来产业布局。
园区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精准发
力，培育全新增长极：一方面，以渝
万传媒、新煌科技等实力企业为“排
头兵”，整合资源，全力打造达州市
跨境电商总部基地，提升区域在跨
境电商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另
一方面，引入顺丰、京东等行业巨
擘，搭建智能物流服务中心以及同
城供应链，建设达州市智慧物流总
部基地，优化物流配送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通过一系列的布局，园区
正加速构建全新竞争优势，孕育更
多经济新希望。

面向未来，达川商贸物流园区
将持续对标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进一步强化要素集聚功能，优化资
源配置效率，深度挖掘既有优势、巧
妙激发潜在优势、大胆塑造未来优
势，立志打造成为产业特色醒目、服
务功能完备、集聚效应显著的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为达川区乃至更大
范围的经济繁荣持续赋能。

□见习记者 刘欢

在推动达川区市场经济高
质量发展、迈向繁荣的道路上，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正以蓬勃之
势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通过深挖多元业态融合潜力，
精准锚定发展方向，让园区旧
貌换新颜，跑出经济“加速度”。

医保直达村卫生室
村民报销不出村

为解决偏远山区的老人“看病
难、药费贵、报销难”等问题，在全市
微改革行动中，达川区先行先试，于
今年9月创新推出“医保直达村卫生
室”微改革，在管村镇庞家村、石梯
镇磴子村等10个边远山村打造标准
化村卫生室，建立医保结算平台，购
置医保服务设施设备，搭建医保信
息专用网络，提供门诊报销和参保
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医保服务。

近日，达川区石梯镇桥东村村
民董国清来到与村委会一墙之隔的
村卫生室做中频治疗。“最近腰酸背
痛，来卫生室做了理疗，效果很不
错，也便宜，关键是还能报账。”董国
清笑着说，医生还能帮忙缴纳医保
费用，这些真的在为我们老百姓着
想。

“我们村有 3000 余人，自医保
进村以来，村卫生室每月诊疗量可
达 200 余人次，向上转诊仅占 5%左
右。我在这里工作 30 余年，以前村
卫生室条件很差。现在好多了，添
置了很多常规检测、治疗设备，与城
里的差距正逐步缩小。”桥东村村医
潘传春介绍。

达川区把“医保直达村卫生室”
微改革作为打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任务，利用闲

置办公场地，扩大空间，购置电脑、
打印机等，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真正
享受到医保改革红利。

达川区石梯镇磴子村村医温选
兵自1990年起就当起村上的“健康
守门人”，2007 年，他获得全国最美
乡村医生荣誉。最近，他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有关医保政
策、系统操作等知识点。

据温选兵介绍，以前都是手工
记账，现在是电子处方、电脑结算。
只要有不熟悉的操作，区医保局都
会远程指导或派人到现场教学。“现
在到村卫生室就医的群众越来越多
了，把村医也‘救’活了。”温选兵表
示，虽然在基层辛苦，但看见老百姓
高兴他也很满足，希望有机会能手
把手带一个“接班人”出来。

村卫生室距离群众最近，服务
群众最直接。医保进村不但实现

“病有良医”，还反哺村卫生室激发
新活力，促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标准化模式。

“目前，7个乡镇10个村卫生室
的‘医保直达村卫生室’的微改革试
点工作圆满完成。同时，我们加大
了对村卫生室的改造升级，不断提
升村民就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接
下来，将在全区复制推广，让更多的
村民小病不出村、报账不跑路，让村
卫生室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

‘医’靠。”达川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改革办副主任李发达介绍。

据了解，“医保直达村卫生室”

微改革启动以来，达川区 10 个试点
村卫生室提供门诊统筹报销 2000
余人次，医保参保登记缴费服务
5000余人次。

工会“驿站+”
温情地标“一路生花”

曾几何时，在达城街头经常能
看到这样的情景：饭点，环卫工人端
着饭盒席地而坐；午后，零工抱着扁
担靠墙而憩；夜深，外卖骑手趴在摩
托车上打盹……

以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等为代表的户外工作者是城市正
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城市的
整洁、便利做着重要贡献。我国不
断加大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
有效解决其吃饭难、喝水难、休息
难、如厕难问题，工会驿站作为户外
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达川区近年在城区陆续建设78
个工会驿站，并不断添置驿站设施，
完善驿站功能。特别是今年以来，
破解“运、管、服”难题，探索工会“驿
站+”微改革，延伸服务时间、内容以
及服务对象，全方位做好职工娘家
人。

一方面，“驿站+”，体现在服务
时间上的“+”。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四合社区有
多名环卫工人负责辖区卫生清洁工
作，其中，张玉桂是一名老环卫工作
者，已经在达川区工作了 19 年 4 个
月，早班5点上班，晚班（延时）21点
下班。以前，没有专门的场所供环
卫工人热饭、打水、休息，张玉桂每
天用饭盒带饭，饭盒的最下层装些
开水，让饭菜保温。工作期间有时
候将饭盒寄存在别处，更多的时候
是直接放置在树下，夏天到饭点吃
饭时，饭菜还有些温度，但冬天饭菜
基本上已经凉了。

今年 5 月 13 日，达州首家 24 小
时工会驿站投用。该驿站位于三里
坪街道四合社区达川区总工会机关
大门口，虽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小空
间，但空调、烧水壶、微波炉等必要
设施一应俱全，全天24小时开放，早
班、晚班的环卫工人以及夜班的外
卖骑手都可以在此休息、热饭、喝水
等。“现在每天都能吃到热饭热菜，
早晚天冷休息时还可以吹空调、喝
热水，条件好多了，很感谢他们！”张
玉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目前，达川区正逐步开放更多
的24小时工会驿站。

另一方面，“驿站+”，体现在服
务内容上的“+”。

12 月 22 日下午 3 时，达川区劳
动者大本营“达工影院”放映了一部

《黑暗森林》电影，精彩的警匪追逐、
搏斗场面和扣人心弦的剧情让观众
过足了瘾。

“达工影院”是达川区总工会为
全区职工推出的一项免费观影活
动，影院设置在位于达川区翠屏街
道新南社区的劳动者大本营，可容
纳 40 人左右，每周日下午 3 时放映
一部电影，辖区职工、群众可自行前
往观看。

“达川区劳动者大本营，让你累

了歇歇脚、渴了喝喝水、手机没电充
充电，每一站都是您的家！”达川区
劳动者大本营门前的滚动屏上显示
着这样一句话。“这只是工会驿站的
最初最基础的功能。”达川区总工会
网社部负责人张琳敏介绍。劳动者
大本营 2023 年 7 月建成投用，一年
多来，成为了达川区服务辖区职工
的重要阵地，劳动者休息室、心理咨
询室、妈咪宝贝屋、医药室、影院、职
工书屋等一应俱全。

劳动者大本营门口显眼处摆放
着一排招聘启事。“目前全区所有工
会驿站都设置了招聘专栏，我们主
要是从社区、工业园区等渠道收集
的信息，每个月更新两次。”张琳敏
介绍。达川区总工会把辖区工会驿
站变成一个个求职点、招聘点，搭建
就业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用工数据，
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意见，建立求职
意向清单，实现用工需求和求职意
向实时有效对接，在工会驿站为就
业困难人群提供专场招聘，帮助困
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

7月17日，劳动者大本营举行了
一场亲子烘焙活动，孩子们兴趣十
足，蛋糕制作成功后，迫不及待让爸
妈用手机记录自己的成果，20 个职
工家庭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7月
26日，达川区总工会组织30名职工
子女开展工会驿站游学活动，让孩
子近距离了解劳动者日常工作，体
会工作的辛劳。蛋糕制作、游学、亲
子阅读、少儿观影、工作日托管……
今年暑假，达川区依托工会驿站举
行的系列暑期关爱职工子女活动，
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为家长解决了
无人带娃的后顾之忧。

12月中旬，达川区总工会2024
年第三期公益服务项目落下帷幕。
此前，在劳动者大本营，每周一、周
五举行二胡培训；每周二、周四举行
吉他、八段锦培训，好不热闹。

另一方面，“驿站+”，体现在服
务阵地上的“+”。

为破解运维难题，达川区总工
会采取“企业孵化、招标运维、委托
运维”三种运维方式，与部分企业、
银行等开展工会驿站共建共管，并
加强督导和评价管理，进一步扩大
驿站数量和覆盖人群，打造劳动者
15 分钟服务圈，每年节约运维管理
经费150余万元。

再一方面，“驿站+”，体现在服
务对象上的“+”。

位于天益广场的共享驿站，除
了环卫工人等在此休息、喝水、热
饭，平时也有很多普通群众在此聊
天、打扑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我们根据地理位置、受众群体
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功能有别、定
位不同的工会驿站。这些工会驿站
并不是一个个形象工程，我们把实
事做实、好事做好，将部分驿站的服
务人群从户外劳动者延伸到普通职
工、广大群众，让驿站在空间上和时
间上发挥其最大价值。”达川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吴婷婷表示。

冬日的一口热饭，温暖劳动者
的心；深夜的一盏灯光，点亮城市的
温情地标。达川区的一个个工会驿
站正不断提质扩面、“一路生花”，让
劳动者更有尊严，让达川更具温情。

医保直达村卫生室 驿站筑起暖“新”港湾
——达川区“微改革·微创新”纪实（中）

□记者 何双将

在农村，村卫生室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是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的基础，是农村居民看病就医的第一站，也是实现医疗保障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今年5月，达川区启动第三批“微改革·微
创新”行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强化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确保医保服务直达村卫生室。

在城市，工会驿站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处处有“家”。除了歇
脚、热饭、饮水，达川区通过第三批“微改革·微创新”行动不断拓展
驿站的功能形态、拓宽驿站的服务边际，让广大户外劳动者更有尊
严，让达川更具温情。

本报讯（记者 何双将 通讯员 王明
摄影报道）2024年，达川区将再生稻
和马铃薯等晚秋作物纳入“一图一
册”管理，全区再生稻和秋马铃薯最
高单产均打破历史纪录，高产攻关
方的中稻-再生稻实现“吨粮田”，晚
秋马铃薯套种蔬菜实现“万元钱”。

2024 年，达川区落实再生稻
面 积 8.1 万 亩 ，面 对 极 端 高 温 干
旱气候，仍实现再生稻有收面积
6.5 万亩。达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专家，随机抽取达川区桥湾镇再
生稻百亩超高产攻关方进行实收
测产，最高亩产 388.9 公斤、平均
亩产 375 公斤，打破并刷新了全市
再生稻平均亩产纪录。再生稻亩
产 375 公斤+中稻亩产 638 公斤，
总产实现了“吨粮田”。全区再生

稻平均亩产 116.8 公斤，产再生稻
7592 吨，实现产值 3796 万元。

近日，专家在达川区大堰镇卢
岗村泽秀家庭农场马铃薯套种蔬菜
百亩示范基地进行实收测产，其晚
秋马铃薯最高亩产 1225.1 公斤、平
均亩产 1078.1 公斤，打破全区秋马
铃薯套种历史纪录。

据了解，泽秀家庭农场晚秋马
铃薯亩产值 4312.4 元，蔬菜亩产值
6000元，晚秋马铃薯套种蔬菜亩产
值超万元。

达川区今年共种植晚秋马铃薯
6.8万亩，其中晚秋马铃薯套种蔬菜
种植面积4.5万亩，

此种植模式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和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
了增产增收。

吨粮田 万元钱

达川区晚秋粮食作物丰收

大堰镇卢岗村泽秀家庭农场马铃薯套种蔬菜百亩示范基地大堰镇卢岗村泽秀家庭农场马铃薯套种蔬菜百亩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何双将）近段时
间，我市广大农村地区迎来了杀年
猪的时节，部分村民在杀年猪时特
地举办刨汤宴宴请宾朋，共庆丰
收。

12月21日冬至当天，达州市仙
涛家庭农场负责人蒲善彪在桃林里
架起炉灶，现杀年猪肉入菜，采用传

统“八大碗”手艺制作刨汤宴，邀请
客商亲朋，共享丰收喜悦。

达州市仙涛家庭农场位于达川
区赵家镇永必坝村，该家庭农场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坚持以黑猪生态
养殖为主，结合市场需要，采取生猪
出售、年猪预订的订单式销售模式，
年出栏生态黑猪500头。

杀年猪宴宾朋
刨汤宴庆丰收

达川区劳动者大本营达川区劳动者大本营。。（（何双将何双将 摄摄））

激活多元业态
驱动经济腾飞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