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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成都
高新自贸试验区自 2017 年 4 月 1 日挂
牌运行以来，持续扩大开放，改革创新
成效显著，市场主体活跃集聚，累计新
设企业 89046 户，注册资本金 8123 亿
元，较成立之初分别增长 2121.33%、
2185.89%。其中，外商投资企业 1155
户，注册资本金393.90亿元，较成立之
初分别增长3428.13%、13628.47%。以
全省自贸试验区1/4的土地，贡献全省
自贸试验区2/3的新设企业和3/4的外
商投资企业。

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围绕外资、
外贸、外经、外汇、外专、外籍“六外”
政务服务体系，打造国际贸易业务线

上服务平台“自贸一站通”。今年以
来，新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企业

“一站式”服务、数字贸易“云服务”等
特色亮点服务，不断提升国际化营商
环境。国际贸易方面，可以实现直接
咨询、委托办理物流、仓储以及报关等
相关业务；直接进行在线跨语言即时
交流、并可对贸易合同进行 32 种语言
10 余种格式的翻译和比对；可以低于
行业平均价的费用快速办理进出口货
运险，快速办理即期结售汇、进出口信
用证业务和跨境贷等系列产品等。在
信息咨询方面，“自贸一站通”已整合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首证通”等查
询功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为认真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要求，把党风廉
政建设列入成都高新区营商环境建设
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构建一流营商环
境，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近年
来，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结合三大
主导产业，突出重点，扎实推进业界共治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坚持“三重一大”原则，加强制度
建设。成都高新区大数据和网络安全
业界共治联合会、成都高新区信息通
信与人工智能业界共治联合会、成都
高新区网络视听与数字文创业界共治
理事会分别组织理事会成员，召开常
务理事会专题讨论业界共治理事会

《项目管理办法》和《专项资金管理制
度》，有效推进理事会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规范化。

深化廉政风险防控，强化资金管
理。成都高新区坚持预防在先，防患于
未然，控制和减少诱发腐败的风险。3个
业界共治理事会（联合会）分别制定《成
都高新区业界共治联合会（理事会）启动
资金使用协议》《成都高新区业界共治理
事会（联合会）启动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引导3个业界共治理事会（联合会）分别
形成了《2021年工作计划》，增强业界共
治理事会作为政府、企业界、市场、专家
多元参与的公共议事平台廉政建设，促
进三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
打造“自贸一站通”服务平台，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
加强制度建设，助力业界共治理事会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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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未熟叶子黄了、种猪天热发病
了、树上梨子长虫了……这些涉及农业
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何解决？在南
充，2581名科技专家通过科技扶贫在线
平台，实时为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线答疑，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帮农户发展产业实现致富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农户随时“问诊”
2500多名科技专家在线答疑

8月3日，南充嘉陵区一位鸭子养殖
户发现养殖的10多只鸭子食欲不振、口
渴乏力、眼睑发肿，立即向“四川科技扶
贫在线”驻村信息员求助，12时49分上
传问题，下午3时16分就得到专家回复，
详细解释了这是什么病，发病范围和情
况，如何防范治疗等。不到两个小时，养
殖的困惑就得到解决。

“这只是平台助农答疑的一个小案
例。”负责平台运营的南充市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在南充，像这样的农业技术咨
询，每天会收到数十条，农忙时一天甚至
会有上百条。为确保咨询问题得到及时
回复，每个村还设置信息员负责上报信
息。“7月，我们就收到3000多条求助信
息。平台收到信息后，会立即对接专家
解答。”

目前，南充平台共有2581名专家和
7253名信息员。“专家除了在线解答，还
深入田间地头，从线上延伸至线下，实现
科技助农。”该负责人介绍，今年，南充还
将全市科技特派员纳入平台专家库，服
务全市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位一体服务
90后分诊员成“青年突击队”

南充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南充市
科技局的下属事业单位，中心有18名职
工，其中有5人专职负责“四川科技扶贫
在线”南充运管中心平台的运营维护，是
南充市优秀“青年突击队”。

年均 29 岁的大学生组成日常运管
团队，依托平台，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动

机制，把握支撑产业、提升能力的科技扶
贫主攻方向，形成以贫困户为服务重点，
信息员、平台管理员、专家三位一体的服
务体系，实现南充全市乡村全覆盖。依
托入库专家，建成国家星创天地4个、专
家大院16个、农业产业技术服务中心47
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12个。

1993年出生的杨鑫，原本是计算机
专业毕业。这几年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维
护下来，她笑称自己也成了“半个农业
人”。维护平台的过程中，她和同事们有
一个重点工作：分诊——准确将农户问
题分派给有关专家。“平台 24 小时在线
服务，只要收到信息，我们就要立即分诊
给对口专家。如果区县专家解决不了，
就分诊给市级专家，市上专家拿不准，就
上报省级专家寻求办法。”

除了线上分诊，他们还有一个工作
重点：送技术下乡入户，让平台全覆盖服
务到田间地头。 结合农业生产实际需
要，举行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会，就是
其中一个线下项目。今年，南充还将继
续增加培训场次，实现送科技服务到田
间地头，助力乡村振兴。

5.8万次求助
科技助农服务覆盖田间地头

据南充运管中心数据统计，平台运
行 以 来 ，在 南 充 范 围 累 计 接 受 咨 询
58000条，涉及农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
在平台得到回复解决。

“从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平台发挥了重要作
用。”南充运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平
台自 2016 年上线以来，针对本地缺技
术、缺人才、技术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
组织专家通过在线平台或现场服务等方
式，为农户、种养大户、专合组织、企业等
提供技术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除了专家服务，还有技术供给、产业
信息、供销对接等板块。汇集专家智慧，
搭建咨询平台，弥补技术短板，平台从技
术层面助推农业产业振兴。

“为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南充的科技扶
贫在线系统正在转型，进一步提高科技
扶贫在线服务质量，让专家为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有效服务乡村
振兴。 ”据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南充已
建成1个市级平台、8个县级平台，下一
步，顺庆区也将组建平台，实现全市全覆
盖。今年起，南充平台的服务范围将进
一步扩大，农户、种养大户、专合社、农业
企业都可以通过平台咨询。

南充科技专家不仅在线助农答疑，还把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7月29日，成都金堂县委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委员会创新启动“百村（社区）
书记直播”活动，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带头作用，带动特色资源“出村进城”，
助力城市IP营销，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促
进村（社区）集体经济良序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展现金堂城乡社区居民的幸福
美好生活。

一是正确运用互联网思维，发挥村
（社区）书记“头雁”作用，激发内生动力，
让社区营销紧随时代潮流、拥抱流量时
代。通过自主申报和综合评定，首批确
定直播活动人员50名。

二是依托金堂县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学院，建立直播培训基地1个，邀请第三
方专业机构开展集中培训 2 期、外出参
访 2 期，鼓励村（社区）书记“出镜上屏”
营销社区人文地产景，助力小社区撬动

大市场。组织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
军人等220余人开展直播带货和农村电
商基础知识培训，支持流量经济新业态
发展、新消费场景建设，打造乡村振兴人
才“加油站”2个。

三是围绕五凤溪古镇、毗河湾省级
旅游度假区、通用航空等优势产业，以及
金堂明参、羊肚菌、铁皮石斛、三溪脐橙
等特色农产品，通过成都市金堂社区发
展基金会链接社会资源和力量，打造“社

区 YOU”品牌项目，加强流量共享和亮
点整合。深入挖掘村（社区）优质产品，
占据细分市场，借力抖音、天猫、一亩田、
百度直播间等平台，放大“百村（社区）书
记直播”效应。

目前，已开展直播带货3场次，吸引
流量近万人，助销伏季水果30余万公斤，
吸引8家市场主体投资咨询，有效推动社
区特色产品和服务“出村入城惠万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科技助农覆盖田间地头 线上线下助力乡村振兴

南充2581名科技专家在线答疑

成都金堂“百村（社区）书记直播”
以流量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