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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江新经济产业园内，一大批
优质企业在此安营扎寨。距离该产业园
不到2公里的成渝新经济产教融合基地，
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员工聚集在此。从
该基地出来向西北不到200米，川南直播
产业基地的工作氛围热火朝天。

当前，内江市中区正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围绕建设“创新开
放活力区、现代产业新城、滨水公园城
市”发展定位，积极建设“百亿”新经济产
业集群，经济不断向新向前。

从无到有
一批企业落户新经济产业园

9月28日，在内江新经济产业园内，
四川汤姆铭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汤姆铭人”）总经理赵华兴正在看直播
数据。看到新主播表现得十分努力，赵华
兴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

2021年6月，赵华兴带领团队进军
直播带货，正式入驻内江新经济产业
园。“入驻一年多来，公司总产值达到近
1200万元。”赵华兴介绍，未来，汤姆铭
人有望在内江打造一个实体店，在直播
带货和跨境电商这条路上，为家乡人带
来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带动更多家
乡人创业就业。

面对目前电商流量获取难、运营成本
高等情况，赵华兴表示，政府建立的新经济
产业园为企业提供了三年免租等极大优
惠，帮助企业解决了大部分运营问题。

不只是这一家企业，过去两年间，在

内江新经济产业园，领军企业闻风而至，
重大项目依次落地。2022年签约产值
8.07亿元，上半年实现产值4.6亿元，预
计全年实现产值10亿元。

从新到兴
吸引新经济人才1100余人

同一时间，内江博特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内江博特”）人工审核部
主管谢茂打开家里的电脑，复查同事对
某APP的内容审核情况。“疫情期间，我
们采取居家办公的模式，保证该行业的
高速运转。”

谢茂是一名“95后”。内江博特成
立之初，刚从部队退役回到内江的谢茂
加入公司，成为了一名内容审核专员。

通过自己努力，他很快就晋升至主管
层。对谢茂来说，这份工作最吸引他的
地方，在于岗位新奇。

内江博特是一家从事定制化内容审
核与服务、专注网络内容安全的公司，由
北京信工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成
立，于2020年12月入驻成渝新经济产
教融合基地。据北京信工博特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内江博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雄介绍，在内江
博特，员工以“00后”“90后”居多，主要
来自内江及周边地区。

据了解，成渝新经济产教融合基地
由内江市市中区于2020年11月引进，
已累计实现产值430万元，教育培训数
据标注、内容审核、呼叫服务等新经济人

才1100余人。

从内到外
既有政策又有服务

新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
良好的营商环境，才是根本吸引力。

对内，内江市市中区始终把平台载
体建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让投
资进得来、留得下。坚持定期调度、会
商，建立企业需求快速响应机制，加快内
江新经济产业园、成渝新经济产教融合
基地、川南直播产业基地三个起步平台
的基础设施建设，装修交付办公场地
1.96万平方米。

对外，建立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对项
目落地注册、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等各环
节开通“绿色通道”，一小时实现登记设
立，一天实现企业开办。出台《内江市市
中区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暨新经济高质
量发展二十三条措施》《内江市市中区推
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给予入驻企业一系列政策优惠。

优质的服务还体现在建设速度上。
例如，7天建好咖啡厅，10天开通定制公
交，30天实现超市、食堂营业及员工宿
舍交付。

着力新经济产业，内江市市中区将
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聚全区之力、集全
区之智，以优惠的政策、宽松的环境、高
效的服务不断为企业发展营造安心、顺
心、舒心的氛围，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持续
优质发展。 （贾满满）

内江市市中区：
经济不断向新向前 推动百亿级产业发展

内江新经济产业园（内江市市中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供图）

9月26日，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青台
村的天冬产业园区内，绿油油的天冬长势
良好。村民们陆续复工，抢抓农时，为天
冬除草追肥，现场一派繁忙。

天冬是四川86种道地药材之一，是
内江市唯一的道地药材。东兴区种植天
冬历史悠久，被称为“中国天冬之乡”。

当前，内江市东兴区正牢牢把握国
家、省、市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契机，主
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照
育苗、种植、加工、交易、产品研发、品牌
营销、康养旅游“七位一体”发展路径，充
分挖掘道地药材资源，以天冬产业为主
导，大力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振兴革
命老区，助力乡村振兴。

粮药套种
带动村民实现致富增收

在当地白合镇恩德专业合作社种植
基地，种植户徐世华正盘算着等到玉米
收获后，天冬基地里要补种什么蔬菜，不
让土地闲下来。

去年，徐世华流转了200多亩田地
种天冬。今年，基地套种了两季玉米，第
一季玉米大丰收，纯收入超30万元。通
过套种，每个季节土地都有产出。等到
天冬3年收获时，亩产值至少5万元。在
这期间，农民既有土地流转费可拿，还有

务工收入，一举多得。
当前，东兴区以“两核一带”天冬生态

种植圈为引领，全力布局“一镇一园区”。
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全区发展建设以天冬
为主的园区25个，累计栽种天冬2万余
亩，有力地带动了村民致富增收。全区超
过5000户农户参与中药材种植，户年均
增收2万元。

研发新品
培育企业发展精深加工

在青台村种下天冬的同时，四川淳
宇惠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在同步进行
天冬产品的研发。说起天冬酒和天冬
膏，该公司负责人付杰赞不绝口。天冬

酒润肺滋肾，天冬膏养阴生津、祛痰止
咳。“这两款产品反响效果都很不错，现
在就等着药食同源批复后就可以批量生
产。”付杰说。

同样对天冬市场前景充满期待的，
还有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渊。该公司按照“七位一体”的发
展思路，在一产、二产、三产上分别发力，
为全区天冬产业发展贡献科研力量。

目前，东兴区已成功研制以天冬为原
料的特色蜜饯、美容保健品等产品40余
种，并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等20余家知名
中医药院所企业先后签订产业发展合作
协议或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成功引进种植
企业数十家、全产业链企业2家。四川省

中医药科学院内江技术分院即将落户。
当前，位于当地田家镇的食品和中医

药精深加工园区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同
时，产地初加工基地也在加快建设中。

擦亮名片
创新宣传增强品牌效应

今年，来自黑龙江的演员苗清因拍
摄电视剧《一路向前》来到了内江。拍摄
间隙，跟着剧组来到天冬基地时，她随意
拍摄了一条介绍天冬的短视频，没想到
颇受网友欢迎。

受当地邀约，本就对农产品情有独
钟的苗清顺势当起了天冬代言人，多次
以第一视角带网友打卡“中国天冬之
乡”。“好多朋友通过我的宣传知道了内
江天冬，还问我怎么买。”这让她备受
鼓舞。

为了进一步提高内江天冬知名度，
东兴区还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两种
方式，评选出10名“天冬最美代言人”。

值得欣喜的是，“内江天冬”品牌已
成功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成为西
部首个道地中药材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
工程的产区品牌。2022年7月，“内江天
冬”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注册成功。

新的征程已然开启，宏伟的蓝图业
已绘就。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内江东兴区正朝着打造百亿现代中医药
大健康产业集群大步向前。 （黄窈窈）

内江市东兴区：
发展壮大“中国天冬之乡”绘就乡村产业振兴蓝图

内江市东兴区天冬产业园（图据东兴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