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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8月16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22
年1-7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
据。数据显示，1-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CPI增长
1.6%。

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情况

1-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8%。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0%，集体企业下降39.7%，股
份制企业增长3.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7.2%。

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17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增长34.6%，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17.8%，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5%，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5.8%，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增长6.3%。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发电量同
比增长19.8%，天然气增长6.5%，汽车增
长14.5%，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增长
7.5%，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7.1%，啤酒
增长5.9%。

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
销率为96.6%。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7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7.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0.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6%，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7.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7.8%。
从房地产开发看，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1.9%。商品房施工面积同比
下降0.9%，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24.5%。

消费品市场情况

1-7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3701.3亿元，同比增长0.4%。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11294.3亿元，同比增长0.3%；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2407.0亿元，增长
1.0%。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719.9亿
元，同比下降10.5%；商品零售11981.5
亿元，增长2.2%。在商品零售中，限额
以上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
售额931.5亿元，增长13.5%。

从热点商品看，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同比增长31.7%，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31.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7.9%，中西药
品类增长11.7%，日用品类增长11.3%，粮
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9.2%，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

物价变动情况

1-7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
涨1.6%，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0.3%，衣着类增长1.7%，居住类增长
1.3%，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2.4%，医
疗保健类上涨0.6%。7月，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涨3.1%。

1-7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上涨5.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同比上涨8.6%。其中，7月份PPI同
比上涨3.0%，IPI同比上涨7.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8月4日，由12名工程师组成的韩
国技术团队就会进驻，帮我们安装调试
设备。”8月3日，在川渝合作（达州·大竹）
示范园内，四川英诺维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蔡邦辉，正忙着为进口设备
实现“国产化转换”作准备。这批设备，由
该公司与韩国技术团队联合研发，是我
国首套连续自动化真空玻璃生产设备。

今年2月12日，蔡邦辉代表投资方
与大竹县政府签约，2月14日在大竹县
注册成立公司，3月1日进场装修施工，7
月11日实现投产。见证了项目落地的

“大竹速度”，投资方决定将原来设在重
庆的总部搬迁到大竹，“以后，我们的真
空玻璃研发、生产、销售都在大竹”。

近年来，大竹县坚持把“融入成渝、
配套重庆”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配
角经济”。准确的定位，加快了大竹县智
能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总部经济”也
随之悄然崛起。

特种玻璃生产商
决定将重庆总部搬到大竹

“目前，我们的厂区面积达到了3万
平方米。”四川英诺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蔡邦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
司的一期项目，已在大竹完成投资1.2亿
元。为了将重庆总部搬迁到大竹，他们
已着手准备二期项目建设，“二期项目要
建设四条连续自动化生产线，估算投资5
至7亿元”。

全钢化真空玻璃、中空复合真空玻
璃、夹层复合真空玻璃、低导热型复合建
筑型材……在公司的产品展厅内，数十
种或自主研发、或校企合作、或与国家重
点实验室合作“智造”的产品样品，让人
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均实行订单销售，
客户涵盖了高端建筑、制冷家电、轨道交
通、光伏发电等领域。“今年，我们定下了
销售3000万元的目标。2023年，这个目
标将变成1亿元。”蔡邦辉说。

蔡邦辉介绍，他们的产品科技含量
高，已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在真空玻
璃研发和生产领域，均走在前列。“我们
参与了国家特种玻璃生产标准的制定，
我们自己对生产环节的技术要求更高，
一个车间内，包含5至6名工程师在内，工
人总数不会超过10人。”

为什么选择大竹？蔡邦辉笑着给出
了答案。

“我们之前考察过很多地方。大竹
交通条件好，政府支持力度大，园区办事
效率高，要素保障也很到位，让我们很有
归属感。”蔡邦辉告诉记者，除了这些因
素，他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大竹人，有浓
厚的家乡情怀，更加坚定了把总部搬到
大竹的信心。

主动上门建总部
广东企业在大竹建“飞地”

川渝合作示范园区A区，位于四川
大竹经开区内，目前规划分三期建设，计
划总投资1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万平
方米。占地90亩的一期项目，已于2019
年建成投运，目前已入驻天宝锦湖等电
子信息企业10家，2021年实现总体产值
30亿元。二期项目正在建设，其中8万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部分，主要用作电子
信息产业产品加工，现已建设完成。

四川琨奇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
川渝合作示范园区首批入驻的企业。

“今年1月，我们在大竹注资成立公司，7
月正式投产，但没有满负荷运行。”公司
执行董事李晓曼告诉记者，目前，该公
司已有10台注塑机、6条生产线、20台
移动印刷机具备了生产条件，投产一个
月，生产了10万套产品。“装配人员不
够，我们正在大量招工，想尽快把已有

的订单完成。8月10日，我们要和美国
一家公司签新订单，到时候，必须每周
出货10万套。”

李晓曼是达州人，多年前在广东省
东莞市创立文创企业，并在深圳等地开
设工厂，吸纳了不少达州老乡务工。回
乡发展，一直是李晓曼的愿望。2021
年，在多次考察调研后，她最终决定在大
竹落地。在东莞工厂的管理团队，也跟
着李晓曼一起，“迁”到了大竹。

“我们是主动找上门的。”李晓曼在
调研中了解到，川渝合作示范园区二期
的厂房是现成的，只用装修好了配上设
备便可生产。“园区设有代办中心，还有
企业秘书，服务很贴心，管理体系完备，
对于企业的需求，领导‘拍板’快，我们做
决定也快——经过磋商，我们决定建立

‘飞地’模式，把研发端和销售端放在广
东，借助广东基地从香港购进原材料，把
总部和生产端放在大竹。”

再造一个新川环
本土上市企业借总部扩能

项目占地面积200亩，年产值9亿元
的生产能力，从全面开工建设到第一批
生产线投产，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增量
（制造）扩能项目，只用了半年时间。

川环科技前身为大竹一家乡村榨油
厂，经过几十年的耕耘，现已发展为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
汽车、摩托车、船舶和石化等机械用高性
能、环保节能的各类橡胶管。2016年9
月，川环科技上市，成为目前达州本土唯
一上市公司。

“随着油价的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
市场火爆，我们的订单，也像雪花一样飞
来。”川环科技五分厂生产厂长刘晓瑶
说，项目投产后，无论是比亚迪这样的国
内自主品牌，还是像特斯拉、大众这样的
合资品牌，都与公司签订了大量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订单。8月3日，在五分厂内，
刚从意大利进口的硫化罐等设备正在调
试，待天然气通到车间，便可开足马力生
产。

前期，五分厂已投入了两条生产线，
每个月的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但即
便如此，订单生产的压力仍然较大，“签
了订单的，目前还有3亿元的产品等着我
们生产。”刘晓瑶告诉记者，他们已建立
了省级技术研究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
以及技术创新联盟等科研平台，现有职
工2000余人，可年产各类胶管11000吨，
与国内多家汽车主机厂建立了稳定的供
配关系，部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再造一个新川环”，是这家公司
2021年定下的发展目标。“我们是在大
竹成长起来的企业，总部一直在大竹，从
管理层到一线员工，80%以上都是大竹
人，扎根大竹，为大竹经济发展添砖加
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晓瑶说。

大竹县在成都
设有总部经济产业园

2021年5月，成华区与大竹县正式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探索“总部经济”区
域合作新模式，聚力打造资源共用、合作
共促、成果共享的创新平台。今年5月8
日，大竹县与成华区举行大竹（成都）总部
经济产业园合作共建签约及揭牌仪式，
两地将深化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数字
通信、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领域合作，互促
两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按
照协议，双方将共建大竹（成都）总部经济
产业园，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改革，携手打造区域合作的“新样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摄影报道

“融入成渝、配套重庆”

达州市大竹县“总部经济”悄然崛起

四川大竹经济开发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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