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4年6月21日

□主编：杨 波

□编辑：李天戈

□美编：刘俣杉

2382258

今
达
州

03

特
别
报
道

掌上达州

了解更多达
州本土资讯，请扫
描二维码，关注掌
上达州APP。

100亿元
一个农机装备产业园的梦想

让“达州造”现代农机装备走向全国，综合产
值突破 100亿元，打造全国丘陵山区农机创智创
新“样板地”。到2027年实现这个目标，是达州市
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的梦想。

达州市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落地
在达川区百马产业新区，2023年 9月底正式启动
项目建设，目前已建成 8万平方米标准厂房，3万
平方米定制钢结构厂房预计在今年 6月底建成。
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党政联席会议第七
次会议，这里是与会人员会前的参观点之一。

四川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强化现代农
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动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
产业园和研发制造基地建设。达州市委五届六
次全会明确：支持达川区重点聚焦智能装备制
造、农产品加工和清洁高效电力供给，建设全国
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制造高地。

达川区是四川省农业大区、粮食大区，但同
时也是典型的丘陵山区，不适合大型农机装备作
业 的 坡 地 、陡 地 分 别 占 耕 地 面 积 的 86% 和
13%。要抢抓难得的政策机遇，怎么办？达川区
委、区政府领导多次带队调研发现，成都、重庆生产的
农机，适合丘陵山区作业的较少，坡度为6度到25度
的丘陵山地，基本处于“无机可用”。同时，达州周边
区域农业机械保有量低，且达州、南充、广安等地农机
装备市场属于二级市场，专业生产企业较少，丘陵山
区农机装备市场需求巨大。达州市丘陵山区现代农
机装备产业园应运而生。

此后，四川省政府出台9条专项政策，聘请中
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及其团队，以及川农大、四
川省农机科研院的专家，组建联合专家团入驻园
区，提供科技研发、教学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服
务。省政府直属重点骨干企业——四川振兴集
团负责园区建设和运营。

“重庆有 2000多家汽摩零配件生产企业，达
州也有达钢、普光气田等大型原材料和能源供应
企业，可节约不少建设和生产成本。”振兴集团达
州项目综合办负责人陈思旭介绍，重庆宝航、武
汉励耕等 4家企业办理入驻手续，潍柴集团计划
在园区建设 500亩中试基地试验场。与此同时，
首家入驻园区的农机装备企业已于4月23日完成
首批订单交付，今年接到的订单已突破 7000台，
预计年产值将超过2000万元。

“截至目前，园区来访企业83家，15家企业签
订框架协议，还有很多企业即将入驻。”陈思旭
说，前不久，来自成渝地区的4家农机企业考察园
区，考察结束后将签订入驻标准化厂房的框架协
议。该项目一期总投资超65亿元，达产后可年产
农机装备50万台。

打造“天府良机”
一条新产业链呼之欲出

2020年以来，围绕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
带的话题，“川渝七兄弟”通过“群聊”形成的共识
是，绿色，必须是明月山产业发展的“底色”。早在
2022年，“川渝七兄弟”就正式启动了打造明月山
300万亩优质高产高效粮油示范基地的工作。

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党政联席会议
第七次会议，“川渝七兄弟”达成新的共识：打造
全国丘区农机装备制造高地，共建巴蜀绿色高质

量发展廊道。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用好达
州市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园这个平台，补齐川
渝毗邻地区的农机装备短板，加快打造全程、全
面高质量发展的“天府良机”，共同培育一条重点
服务于明月山300万亩优质高产高效粮油示范基
地、辐射全国的全新产业链。

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事宜。经协商一
致，路径得到进一步明确。

接下来，“川渝七兄弟”将坚持“需求牵引、政
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原则和“产、学、研、
推、用”的发展思路，共同推动“农机装备共研、销
售市场共拓、服务标准共设、从业人员共培、发展
资金共筹、目标定位共明”，逐步形成农机装备产
业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共同开创农机装备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当天，签订了七区县共建丘区农机装备
产业园合作协议，明确了建立专题协商会议制
度、建立工作专班推进机制、建立产供销协作机
制等三项合作机制。

根据协议，“川渝七兄弟”将定期沟通交流，
研究解决、督促落实重大合作事项，每年拟定工
作要点，明确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和责任主体，定
期跟踪汇总合作事项落实情况，联合组建七县

（区）农机研发、试验、制造、销售工作机制，实施
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技术、农机维修、市场营
销帮扶指导机制，确保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产
得出、用得上、不断档、不滞销。

“七星揽月”
将点亮更加广阔的天地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七区县，通过“群聊”
凝聚共识，合力推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
设，努力打造区域协作样板。

本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共建明月山
绿色发展示范带 2024年四张清单（重大项目、重
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平台）、产业链供需对接
工作方案和工作机制调整方案，引领示范带建设
工作全面向纵深推进。

推动产业融合互促，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
系，是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的重中之重。
川渝七区县依托长寿国家级经开区和梁平高新
区、垫江高新区、广安高新区、川渝高竹新区等 7
个省级高新区（经开区），深化生物医药、新材料、
电子信息、环保建材、消费品工业、新能源等合
作，共同打造川东北渝东北绿色制造业基地。

生动的案例，不胜枚举。福安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是长寿经开区培育的第一家在深圳创业
板上市的企业，连接了川渝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
广安一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垫江任
丙科技、长寿贝利科技等多家企业强化产业协作配
套，共同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重庆惠瞳光学镜头、
安连普电子等企业落户大竹，电子信息产业链加快
延伸；垫江国瑞集团与达川华西科技、邻水杭加汉
驭等共同推动装配式建筑行业标准建设。

如今，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长寿经
开区被评为第二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
作示范园区；梁平、长寿成功创建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城市。截至目前，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区
域内的50余个项目，先后纳入川渝共建重大项目
清单，为推动川渝毗邻地区产业绿色化、智能化
转型注入了强劲动能。

□本报记者 罗未 综合四川日报、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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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山明月山““川渝七兄弟川渝七兄弟”“”“群聊群聊””又有新话题又有新话题
6 月 19 日，共建明月山

绿色发展示范带党政联席会
第七次会议在达川区召开。
明月山涉及的川渝 7 个县
（区）围绕“打造全国丘区农
机装备制造高地·共建巴蜀
绿色高质量发展廊道”主题
商谈今年工作举措，形成引
领示范带建设的重大项目、
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平
台4张工作清单和产业链供
需对接工作方案，签订《共建
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园合
作协议》。

今年，示范带建设确定
83个重点项目，涵盖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同
协作、生态环境共治共保、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领域，重
庆市梁平区、长寿区、垫江县
及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开
江县、大竹县和广安市邻水
县等“川渝七兄弟”将聚力织
密路网结构，续建一批水利
工程，推进粮油基地、工业园
区建设等。

重大政策清单包括 15
项，明月山各地将推动毗邻
跨界幸福河湖建设、开展“小
县大城”“强镇带村”试点建
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
开展跨区域干部遴选等。

生态文旅是推动示范带
建设的重点产业，成立明月
山旅游民宿协会是“川渝七
兄弟”确定的11项改革事项
之一，各地将共同制定相关
标准或出台实施方案。此
外，“川渝七兄弟”遴选出一
批毗邻乡镇，推行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今
年，示范带还将推进医保联
盟、文化旅游联盟、招商联盟
等11个重大平台建设，带动
整个示范带发展。

提高示范带生态经济就
地配套能力，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产业链供需对接工作方
案，计划成立制造业、商贸物
流业、现代高效特色农业3个
工作专班，每季度开展一次
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

根据《共建丘陵山区农
机装备产业园合作协议》，

“川渝七兄弟”将从农机装备
研发、销售市场拓展、服务标
准确定等方面共同发力，支
持在达川区建设丘陵山区农
机装备产业园，提高示范带
及川渝地区农机装备水平。

近年来，作为10个川渝
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区域发展
功能平台之一，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聚焦绿色一体化
制度创新试验田、生态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示范区三大定位，7
个县（区）签署各方面协议
110余份，部署落实119项年
度重点任务，协同发展效应
加速显现。

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
范带，重大项目、重大政策、
重大改革、重大平台如何助
力？川渝毗邻地区的产业链
供需工作如何对接？合作共
建的机制能否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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