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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

春耕春播不误季 生猪生产不减力

1.增大粮食播面。推进撂荒土地
恢复生产，扩大间套栽培，确保全年播
面达到 846.9 万亩（小春播面 157.9 万
亩，大春播面689万亩）、同比扩大11.5
万亩，粮食总产达到318.5万吨。

2.扩大生猪生产。用好生猪养殖
场用地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等九条
政策，扩大生猪生产规模，强化各县
（市、区）责任，确保全年生猪出栏420
万头。落实好扑杀补贴和生猪金融保
险政策，加大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力
度，降低担保贷款门槛，生猪养殖政府
补贴范围降至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养
殖场（户）。

【工业方面】

帮扶支持不间断 加码加力搞生产

3.建立规上工业企业“一对一”帮
扶制度。实行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班子

“一对一”挂包帮扶。市级负责挂包帮
扶“八大骨干企业”，各县（市、区）负责
挂包帮扶辖区内规上工业企业。重点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防疫物资、员工返
岗、疫后恢复政策落实、上下游企业联
动等问题，在确保符合防疫条件和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达工达产和扩大生产。

4.实行“日报告”“周调度”。在
一、二季度服务业受损条件下，工业要
尽力冲刺。疫情期间，要加强工作统
筹和指导，对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实行“日报告”“周调度”，督促责
任落实。

【消费方面】

疫情防控不松劲 帮扶支持全覆盖

5.建立限上商贸企业“一对一”帮
扶制度。实行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班子

“一对一”挂包帮扶。商务部门派出帮
扶干部协调推动疫后减税降费等政策
落实，促进企业尽快开门营业、安全高
效运营。属地派出卫生防疫专员到大
商场、大卖场驻点指导，给予防疫物资
支持，帮助企业培训卫生员。

6.增加消费时间和空间。支持商
场、卖场延长营业时间，支持打造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鼓励建设无人售货门
店、24小时便利店和“深夜食堂”。主
城区在罗浮广场、升华广场、新世纪百
货等大型商场开设轻奢销售专区。春
秋两季消费旺季要在主城区开展进口
商品和“名优特新”产品展销活动。督
促红星美凯龙、仁和春天等商业综合
体尽快建成运营。

7.着力扩大汽车消费。各县（市、
区）要组织汽车销售企业包括二手车
销售企业广泛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深
度拓展县城和农村市场，多渠道促进
汽车消费。

8.持续清理漏短缺项。采取税收
优惠、给予补助支持等政策措施，强力
推进各类大商业卖场和专业市场建立
现代商贸运行制度，实现集中收银、统
一核算和规范纳税。

9.培育发展“科教文卫”营利性服
务业。加强达标未入统的各类教育培
训机构、文化企业、科技服务企业、营

利性医疗机构等排查清理，采取针对
性措施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工商注册、
规范发展、升规入统。

【旅游方面】
宣传推介造声势 景区活动不间断

10.加强重点景区景点宣传推
介。由市级统筹、市县联动，在重庆、
西安、成都及达州周边市区广泛宣传
推介巴山大峡谷、八台山“两大旗舰”
景区和25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提
升达州“巴山夜雨·水墨达州”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1.广泛聚集景区景点人气。各
县（市、区）要针对疫情后可能出现旅
游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就近游大幅增长
情况，以聚人气、增热度为重点，通过
出台减免门票、发放旅游畅游卡、旅游
消费券等优惠措施，吸引更多游客来
达旅游观光。

12.丰富景区景点活动。支持和
引导全市A级景区和市级乡村旅游示
范点根据各自特色，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要“月月有活动、周周
有活动、每个景区有活动”，吸引游客
驻留消费，增加游客印象口碑，并通过
游客宣传，促进更多人到景区景点观
光。

【交通物流方面】

防护物资要给力 物流通道要畅通

13.建立重点交通运输和物流企
业“一对一”帮扶制度。实行行业主管
部门领导班子“一对一”挂包帮扶，协
调争取防疫专项补助、保险费补贴等
政策，给予防护物资支持，帮助组织运
输货源和对接物流信息。

14.畅通物流大通道。加强东向
铁水联运班列运力保障，常态化运营
南向“冷链+普货”班列，积极对接成
都国际铁路港，尽快开通“蓉欧+达
州”货运班列，有效降低我市大宗物资
物流成本。

【房地产业方面】

“零星地块”要“打捆”房产消费要稳定

15.着力刺激房地产消费。加大
“中心城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确保
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12 条政策措
施”的宣传力度，组织开展春秋大型
房交会，支持房地产企业到周边市县
开展楼盘促销活动。支持开发低密
度、高品质楼盘，促进住房消费升
级。

16.优化商品房预售审批。依托
“互联网+政务服务”，积极开展开发
项目联批联办业务，实行商品房预售
核发全程网上办理，加快符合预售条
件的项目审批进度，及时将商品房推
向市场，形成有效供给。

17.统筹主城区土地出让。建立
运行主城区土地出让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土地出让规模、时序和价格。对

“零星地块”实行整合打捆出让，进行
规模化开发。

18.实行动态货币化安置。从今
年起，主城“三区”不再实施安置房项
目建设，建立动态货币化补偿机制，通
过货币化、团购商品房等方式进行全
面货币化安置。

【建筑业方面】

企业合作要加强 园区建设要加快

19.支持建筑企业注册组建。协
调、督促和支持电信、联通、移动、铁塔
以及水电气等7家国有企业5月底前
在达注册成立安装公司，将相关工程
安装产值、税收留在本地。城投、交
投、文投、国资、发展（控股）5家平台公
司要在5月底前完成注册施工总承包
资质和经营范围增项，扩大业务范围。

20.支持企业合作组建联合体。
在政府性投资项目、PPP 项目及社会
投资项目领域，鼓励支持本地企业与
来我市置业的央企、省企等大型企业
合作组建联合体，在达设立分公司或
劳务公司承揽工程，将更多产值、税收
留在本地。

21.加快建筑产业园建设。6月底
前完成“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启动二期建设。大力实施装配式建筑
攻坚计划，确保三季度前引入落地PC
构件和钢结构等装配式企业 2 家、绿
色新型建材企业1家。

【项目投资方面】

项目谋划要及时 招商引资要加强

22.强化重点项目牵头责任落
实。市县两级指挥长要实行“日报告”

“周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用工、防
疫物资保障和上游商混、砂石等建材
供应等困难和问题，确保3月15日前
全市在建重点项目全面复工，3 月 20
日前实现人力机械全员满产。市重点
项目各业主单位每日要向市重点项目
办报告复工进展情况，市重点项目办
汇总后每日向市政府报告。在确保安
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增加施工人
员及机具、延长施工时间等方式弥补
项目建设进度欠账。

23.加强项目谋划申报和项目资
金争取。抢抓国家和省应对疫情稳增
长的重大契机，及时梳理和研究相关
政策，加强新项目的谋划，3月底前拿
出项目清单，报市政府审定后及时向
上申报争取。全力抓住3月底前争取
上级预算内项目资金的关键窗口期，
确保全年争取中省预算内资金和专项
债券规模增长10%以上。强化争取工
作责任落实，下达目标任务，并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

24.加强招商项目跟踪对接和落
地建设。创新开展网络推介、“线上”
招商，以小分队形式加大在谈项目跟
进对接谈判力度，确保上半年招商引
资任务“双过半”。对投资总额5亿元
及以上的引进项目逐一明确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一对一”挂包推进落
实。6月30日前，2018年及以前引进
的既定项目要全部开工建设，2019年
引进的项目开工率要达到 60%以上。
对6月30日前新开工的5亿元及以上
制造业项目和 20 亿元及以上非制造
业项目，按照每个项目 10 万元的标
准，从市级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资金
进行奖励。

【财税金融方面】

资产收益要提升 减税降费要落实

25.实行市场化筹资奖惩机制。

制定出台《市场化筹资绩效奖惩考核
办法》和《市场化筹资协调机制》，对平
台公司市场化筹资工作开展情况和各
部门配合支持情况进行考核，将各平
台公司考核结果与其绩效工资总额的
10%挂钩。

26.提升国有经营性资产收益。
全面开展国有经营性资产清查工作，
对房屋、设备等闲置资产采取转让、出
售、租赁等多种方式予以盘活，弥补疫
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27.用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强
化补要素补要点机制，市县两级一二
三产业和科技等财政专项资金要提早
下达到位，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的 70%
要在上半年拨付到位，切实解决重点
企业当务之急，充分拉动、撬动县（市、
区）财政投入和更多社会化投资。

28.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
强支持抗击疫情和鼓励企业复工复产
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建立由财政、税
务、人社、医保、金融等部门参与的沟
通协调机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对
部分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可适当延
长《达州市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
长 23 条政策措施》中的减税降费政
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29.切实加强税收组织。构建“政
府领导、财税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
与”的综合治税大格局，充分发挥政府
投资性项目建设监控平台作用，全面
挖潜堵漏，增加税收收入。

30.督促金融政策落实。督促各
金融机构用好用活政策，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中
小企业不得抽贷、断贷、压贷、罚息。
通过派驻金融顾问等方式加强指导，
采取续贷、合理展期、调整还款方式等
措施有效缓解企业还贷压力。

31.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
“复工贷”“放薪贷”等专项金融产品，
支持企业用于房租和原材料的采购，
缓解受困企业在支付薪资方面的暂时
困难，保障受困企业及时复工生产和
疫后稳定生产。

32.支持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
券。用好用足债券优惠政策，筛选一
批符合债券融资条件的企业建立发债
项目库和发债计划，提升企业直接融
资能力。

33.积极发展商业保险。结合疫
情后新形势，加强宣传，大力支持企业
和个人短期健康险、人身险等商业保
险发展，优化保险结构，扩大保险规模
和质量。

【脱贫攻坚方面】
就业帮扶不间断 增收渠道要拓展

34.加强贫困户就业帮扶。强化
各类用工信息的收集和对接，加强东
西部扶贫协作劳务输出合作，多渠道
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做好就业保
障服务，方便快捷办好健康证明，通过
组织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点对点运
送等方式让农村贫困群众及时安全到
岗。

35.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组
织贫困户就近参与茶叶、果蔬、花椒
等采摘获取劳务收入，帮助贫困户协
调农副产品销售，扩大生猪、家禽等
养殖，多渠道增加贫困家庭现金收
入。

达州市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推动经济快速恢复增长的35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