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4日，“万千气象看四川”二季度
集中采访活动走进位于泸州市泸县百和
镇东岳村的泸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时，
飞防人员正在操作两架植保无人机，对
水稻喷洒农药。放眼望去，集中连片的
水稻绿意盎然、一片生机。

“我们依托这个园区联手打造成渝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泸永融合示范
园。”看着正在作业的无人机，泸县现代
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何明江打开了话匣子。

共建“巴蜀鱼米之乡”
泸永融合示范园加速“领跑”

眼下，泸州市正联合重庆市江津区、
永川区，共建100万亩“巴蜀鱼米之乡”产
业集群。泸州泸县、重庆永川坚持以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
引，依托泸县粮油现代农业园联手打造
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泸永融合
示范园。

“示范园在区域上涵盖泸县立石镇、
百和镇、云锦镇，永川区吉安镇、仙龙
镇。”何明江介绍，示范园以“高粱+”“水
稻+”为主导产业，布局“一园、三轴、三
区”，规划建设核心区2.3万亩、拓展区1.5
万亩、辐射带动区12万亩。

泸县与永川区毗邻乡镇可谓“田挨
田土连土”，如何同耕一块农业“试验
田”？何明江表示，泸县与永川从机构共
构、规划共绘、项目共建、产业共兴、资源
共享、利益共联六大方面开展合作。

何明江举例说，两地共同编制《泸永
融合发展示范园总体规划》，制定《泸永
融合发展示范园规划建设项目表》，“详
细规划示范园2024年-2028年五年实施
项目，计划投入5.94亿元用于示范园建
设。”

在项目共建方面，两地目前已整合
各类涉农资金2.79亿元，涉及土地整理、
环线建设、配套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等项目建设27个。

为加速示范园建设，两地不断推动
政策、科技及人才先进要素共享。目
前，泸县和永川已联动出台产业扶持、
政银担合作等优惠政策，推动园区创建
农业“双创”乡村振兴教学基地，两地
还互派“两代表一委员”27名参与园区
建设。

川渝首个跨省市强村公司项目落地
预计本月开工建设

沿着国道246线泸州至永川快速通
道，走进泸县立石镇中咀村，印有“四川
泸县·重庆永川 川渝融合泸永现代农业
示范园”红色大字的标志牌格外醒目。

这里是泸永融合示范园的核心区之

一，占地6000亩，横跨泸县立石镇和永川
吉安镇，是两地依托高粱、大豆等产业优
势联合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28日，
该示范园所在的两地联合成立了川渝首
家跨省市强村公司。

“我们的大米加工厂预计本月就会
开工建设。”采访当天，永川区吉安镇农
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庆春带来好消息。

杨庆春口中的大米加工厂，是重庆
市永泸强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泸强村公司）第一个落地的项目。

永泸强村公司是川渝首个跨省市强
村公司，由泸县立石镇5个村与永川区吉
安镇5个村各注资10万元成立，其主营项
目为农机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粗加工、农
旅发展等领域。

“大米加工厂选址永川区吉安镇寒
泸村，由永川和泸县两地共同出资建
设。”杨庆春介绍，这是两地共建共用的
项目，不仅如此，该公司的另一个项目育
苗工厂预计将于7月动工，“我们永川负
责建设，建好后，主要服务于泸永融合示
范园。”

通过成立永泸强村公司，不仅可为两
地群众提供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托管等社
会化服务，两地也可互享对方的种子、农
技指导等农业扶持政策。何明江表示，随
着该公司大米加工厂的落地实施，将成为
川渝两地突破行政边界、破除体制机制壁
垒，从而实现资源共享的典型案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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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巴蜀鱼米之乡”泸州农业融圈有招
探访点位：

泸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

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以无人机视角俯瞰位于广安市岳池
县的川渝合作生物医药城，厂房整齐划
一，宛如在青山环抱中拔地而起。

视野拉近，聚焦川渝合作生物医药
城规划馆，这片小小的天地内蕴藏着百
亿级产业的宏大愿景。

20年间，这里实现了从0到60多家企
业的飞跃性突破，已发展成全省最大的
原料药生产基地。

6月4日，“万千气象看四川”二季度集
中采访活动聚焦广安市岳池县。看该县如
何实现医药产业从无到有、从0到1的跨越。

瞄准机遇
一座产业园的炼成

川渝合作生物医药城规划馆内，一排
玻璃罩里的一个输液瓶引起众人注意。

“这是科伦药业生产的大输液产品，
年产量6亿瓶（袋）。”指着瓶子，岳池经开
区投资服务中心主任邓海感慨万千。

毕竟，从0到60多家企业，撬动百亿
级产业，和眼前的这个瓶子密不可分。

早年间，岳池经开区还处于摸索阶段，
尚未形成明确的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也相对滞后。面对这样的困境，当年作为
招商人的邓海深感责任重大，他焦急地思
考着如何为这片热土找到发展的突破口。

邓海记得，转机在2011年悄然降
临。他们发现，早在2004年，科伦药业就

选址岳池，成为当地第一家医药企业，这
为岳池发展指明了方向。

加上岳池县特有的种植业优势，使
众人意识到，与其在多个产业中徘徊不
定，还不如集中力量，抓住医药这个重
点，发展生物医药主导产业。

确定方向后，岳池县经开区的产业
发展之路逐渐变得清晰。“为了更好地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岳池县委县政
府决定派人外出学习，汲取先进理念。”
邓海回忆说，当时派出去的人员前往江
苏泰州的中国医药城，深入学习了那里
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学习归来后，岳池经开区决定加大
力度，做好园区专业化配套。”邓海说。

十几年转瞬即逝，岳池县生物医药
产业已然欣欣向荣。

提起这些，邓海如数家珍。如今，岳

池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专业化配套全省领
先，建成10余项专业配套，其中拥有3个

“全省第一”：全省第一个达到III类水质
的专业医药污水处理系统、全省第一个
园区分布式能源、全省第一个县级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

积极融圈
一条产业链的蓝图

“别看现在规模整齐，当初可不是这
样。”回忆当初，邓海还记得，岳池产业基
地四周尽是荒滩和农田，一片荒凉。

20年间，一家又一家医药企业在这
里生根发芽、拔节生长、发展壮大。

细数省内公示的23家化工园区，岳
池县化工园区是全省唯一一家以医药化
学原料药为主导产业的化工园区，能承
接原料药企业落户。

而这，也为岳池县原料药产业发展
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近三年，岳池县原料药产业产值年
均增速达15.08%。从原料药企业个数、
产品数量和产业集聚度来看，都在全省
排名前列，已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原料
药生产基地。

提起这些数据，邓海满是骄傲。“这
离不开岳池县积极探索，努力发展。”他
说，2018年，岳池抢抓省委“一干多支”发
展战略机遇，按照“创新研发在成都，转
化生产在市州”模式，与成都共建生物医
药“双飞地”。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占地300亩的
创新研发基地拔地而起，数百公里外的
岳池，建设起3平方公里的“成都园”，承
接创新研发基地成果转化及产业转移。

目前，岳池园区已承接21户成都医
药企业落户，转移药品品种145个，引进
成都籍管理人才296人、技术型人才581
人，形成了政府、企业、人才多维度交叉
式合作机制。

另一边，与重庆的合作再开新路
径。2020年，岳池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机遇，与重庆合川工业园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达成深度合作，共同推进
合川-岳池医药健康产业园建设。

“如今，我们聚集园区内生物医药产
业薄弱环节，开展强链补链行动，支持生
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邓
海说。

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拓展双管齐
下，岳池县正持续打造多领域发展的生
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从无到有，再到全省第一

看广安岳池医药产业的“20年蝶变”

探访点位：
川渝合作生物医药城

航拍位于广安市岳池县的川渝合作生物医药城。岳池县委宣传部供图

6月4日，泸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飞防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对水稻喷洒农药。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