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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2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登陆资本市场

（上接02版）
二是长江保护修复仍有短板。沿江

一些工业园区违规上马化工项目。宜宾
市江安县工业园区在纳入国家公告目录
的合规园区范围之外，相继开工建设年产
5万吨氯化法钛白粉扩建工程等5个化工
项目，部分项目突破长江干流1公里红
线。园区污水处理厂2011年建成以来一
直无法正常运行，应新增的1.2万立方米
事故池尚未开工，外排废水不能稳定达
标。

“三磷”治理任务依然艰巨。达州市
瓮福达州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消纳能力
严重不足，总堆存量已增至1200万吨，环
境污染隐患突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
县暴风坪区域磷矿开采企业行业性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有的违规在河道中设置弃
渣场，有的露天堆放磷矿石。眉山市广益
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堆场污染问题未
整治到位。

尾矿库环境问题整治不力。攀枝花
市监管不到位，虹亦仓储服务、米易元通
铁钛等公司相继在长江重要支流1公里
范围内违规扩建尾矿库。攀枝花钢铁公
司擅自将洗选尾矿排入不具备接纳条件
的牛场坪尾矿库。绵阳市平武县易家沟
尾矿库、平驿铅锌矿尾矿库存在较大环境
风险隐患。

流域违法问题禁而不止。南充市未
落实禁渔期和禁渔区相关规定，违规采砂
行为有禁不止，应取缔的嘉陵区河西砂石
码头边整改边扩张，生态破坏致使嘉陵江
南充段部分断面水质下降。宜宾市海丝
特纤维有限公司违规在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设置
入河排污口。自贡市久大盐业长期违法
向金鱼河排放含盐高温废水。

三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四川
省风景名胜区保护无规可依的问题较为
突出，15个国家级、7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中，分别有5个和25个总体规划未获批，

违规建设问题频发。甘孜州违规在贡嘎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开发建设，侵占林
地20.68公顷、耕地42.75公顷。绵阳市梓
潼县擅自将四川翠云廊古柏省级自然保
护区部分面积纳入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成都市崇州市九龙沟风景名胜
区龙祉山庄违建问题整改不力，巴中市南
江县光雾和谷国际森林康养小镇项目规
划也存在侵占林地现象。

生态破坏时有发生。2017年以来，
雅安市宝兴县锅巴岩矿区县二轻公司大
理石矿等6处矿山超范围开采，白玉沟大
理石矿侵占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26.27亩。该矿区部分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做表面文章，甚至有大量矿山渣土下
泄，影响宝兴河珍稀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
的鱼类生境。

草原退化形势依然严峻，全省退化草
原面积占到可利用草原面积的一半。阿
坝州草原治理任务滞后，甘孜州石渠县草
原重度退化面积占56%。草原过度放牧
问题也较为突出。

一些自然保护地为开发建设让路。
广元市九龙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将违规批
复项目调出保护区范围，核心区和缓冲区
面积调减比例高达40%。凉山州四川美
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达
子电站退出滞后。全省316个违规矿业
权停而不退，生态修复严重滞后。

四是其他一些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全省设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为
4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州市开江
县城区每天约1.5万吨生活污水直排新宁
河，导致下游大石堡平桥省控断面水质严
重恶化。成都市东部新区污水收集处理
设施规划建设滞后，郫都区合作污水处理
厂下雨即溢流现象突出。广安市邻水县
工业园区、巴中市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清水进清水出”。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薄弱环节，全省有

7个城市PM2.5浓度不达标，德阳市2020

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较2015年
不升反降。成都市交通结构转型缓慢，国
Ⅲ及以下车辆达52万辆，运渣车非法改
装、抛撒滴漏等现象普遍。宜宾市2018
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未完成省环境空气
质量目标任务。

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推进滞后，全省
采用土地利用方式处理占比达54.4%，多
数处置不规范。2014年以来，遂宁市新
景源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假借“土壤改
良”名义将10.51万吨污泥直接倾倒或填
埋于租用土地内，造成污染。2015年以
来，周边群众先后投诉14次。2021年6月
被生态环境部发现并指出该问题，仍未引
起足够重视，截至督察时，还有8万多吨
违法倾倒填埋的污泥尚未得到安全处置。

部分小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不明
显。自贡市釜溪河断面治理问题整治不
到位。泸州市大陆溪四明水厂国控断面、
古蔺河太平渡断面水质不达标，甚至不降
反升。全省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依然突
出。资阳市经济作物超量施肥施药现象
普遍，下游龙台河出境断面水质长期不达
标。

督察要求，四川省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的四川篇
章。要进一步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
置，扎实推进长江大保护；切实加强自然
保护区规范管理，加快推进若尔盖国家公
园建设，持续实施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行
动；精准治理大气污染，加快补齐污水处
理、污泥处置以及管网建设等环境基础设
施短板。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
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
准、有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或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
办理。

督察强调，四川省委、省政府应根据
督察报告，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
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
交四川省委、省政府处理。

彭清华表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反馈的督察意见，实事求是、一针见血，
是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把脉会
诊”，也是对加快推进美丽四川建设的

“精准开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坚决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提升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质
量水平，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
台阶。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把扎实抓
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坚决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
治检验，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四川不折
不扣落地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持续用力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
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
放过。要举一反三加强系统治理，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保护修
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
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改善。要
创新体制机制，完善长效机制，健全法治
体系、政策体系、金融体系，加快推动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
三必须”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齐
抓共管，形成推进问题整改、建设生态文
明的工作合力。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
（州）、县（市、区）。督察组有关人员，四川
省有关省级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等在主会场参加。

2021年，“专精特新”在多个重要场合
被反复提及，也成为2021年的经济热词。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
次提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
解决“卡脖子”难题；9月2日，北交所宣布
设立，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
专精特新；12月1日，《四川省“十四五”金
融业发展和改革规划》印发，明确提出推
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融资。

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马不停蹄地奔赴资本市场，开启发展
新征程。

整体表现较好
19家“小巨人”前三季度实现盈利

记者梳理发现，工信部公布的三批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计4762
家，其中有337家已在A股上市，来自四川
的上市“小巨人”共有21家，包括成都16
家，德阳、乐山、绵阳、眉山、内江各1家。

四川上市的“小巨人”分板块来看，主
板上市4家，科创板7家，创业板8家，北交所
2家。值得一提的是，仅在2021年，四川便
有6家“小巨人”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展现
出四川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科创实力。

从行业来看，21家上市企业分布于九
大行业。其中，机械设备5家，生物医药4
家，国防军工、电力设备各3家，汽车2家，
环保、计算机、家用电器、通信分别有1家。

今年前三季度，除中寰股份外，20家
披露了三季报的“小巨人”企业累计实现
营收169.7亿元，归母净利润25.57亿元。
报告期内，17家企业营收较去年同期实
现增长，14家企业净利润实现增长，整体
表现较好。

具体到个股，极米科技前三季度实现
营收26亿元，归母净利润3亿元。截至12
月9日收盘，公司最新收盘价突破600元/
股，成为川股“股价王”。此外，刚刚在北
交所上新的长虹能源，前三季度营收也超
过20亿元，同期实现归母净利润2亿元。

上述20家上市企业中，仅有纵横股
份一家前三季度出现净利润亏损。

分布于15个市州
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共211家

除了这21家上市公司之外，四川还
聚集着众多专注于细分领域、且极具发展
与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据记者统计，截
至目前，全省共有211家企业入选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天眼查数据显示，这211家企业分布
于全省15个市州，成都以110家独占鳌头，
绵阳、德阳、眉山分别有23家、17家、12家。

这其中，制造业企业有99家，占比超
四成，其业务范围涵盖汽车制造、医药制
造、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多
个制造领域。

此外，有34家企业属于研究与试验
发展行业，业务涉及芯片、无人机、机器人
等前沿科技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它们之中，已经有
不少企业正在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刺。例
如，沃文特、龙华薄膜、一通密封均在创业
板IPO排队中，宏明电子、锐成芯微等企
业也已进入上市辅导期，长仪股份、东方
水利目前是新三板创新层挂牌企业。

区域分布不均衡
市州“小巨人”如何破局？

近年来，四川专精特新上市企业区域
分布不平衡，成都“一市独大”的问题尤为
凸显。

四川民营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省工商
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杨骞指出，成都与
其他市州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区
域要素角度看，成都作为资源要素高地，
聚集各类信息、人才、金融等资源，市州的
资源要素相比差距太远，使企业的成长受
到了一定限制；其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和发展力也存在明显差距。

杨骞认为，未来要真正发挥中心城市
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区域间的差距，着力
点应放在市州，尤其是要抢抓北交所成立
的重大机遇。

杨骞指出，全省中小企业超过1.6万
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不到
2%，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而这些广泛分
布于市州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仅是产
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也是民生保障
和社会稳定的基础。鼓励它们到北交所
上市，实现资产证券化，不仅有助于促使
企业规范发展，同时更能够集中精力做好
主业，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如今新赛道已经建好，谁准备得更
充分，谁就能跑步前进。”杨骞说，各市州
政府要加强统筹谋划，对标北交所上市标
准和门槛，对企业进行定点培育、精准培
育。

对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
不完善、主业发展不突出、竞争力发展力
不足、企业规范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要充
分借助专家、中介机构的力量，为其提供
帮助，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对于企
业自身而言，也要对标这4个方面，有针
对性地进行突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快来为你心中的
四川经济年度榜样投票
12月1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

办的“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
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浓厚的
活动氛围展示着四川经济的活跃与奋
进。与此同时，封面新闻联合天眼查同步
推出2021年四川经济年度热词盘点，用10
个关键词带你回顾这一年四川经济变化。

哪些人物进入候选名单？哪些经济大
事值得称道？12月6日，“榜样中国·2021四
川十大经济影
响力人物”投
票通道正式开
启，快来关注
封面新闻APP，
为你心中的经
济影响力人物
助力打call吧！

四川经济年度热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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