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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泸州专场举行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泸州有这些硬招实招

产业园的“无声世界”，他们用心编织生活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泸州人自古以来就深谙‘营商之
道’。位于古蔺县的齐安宫和叙永县的
春秋祠，就是古时常年在泸经商的商人
设立的会馆，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11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泸州专场，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先河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这一话题，以泸州古
时商人设立的会馆打开了话匣子。

“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以控制成本
为核心、以服务企业为导向、以改革创新
为突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余先河介绍，近年来，泸州
立足国家大战略和时代大机遇，坚持“抓
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就要抓好
营商环境”。

简流程、提效率
营造便捷优质的政务环境

项目申报手续毫无头绪？一件事
跑几趟，费时又费力？遇到问题诉求无
门……在泸州，企业的这些问题，政府都
有解决办法。

余先河介绍，为了提升企业满意度，
泸州研究制定《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实施方案》等措施，推动25项“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落地，其中企业开办小时清
单制、政务服务“一窗受理”获全国推广。

川投泸州天然气发电项目已经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将于明年投入运行。谈
起项目推进速度，川投（泸州）燃气发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尧感慨不已。“项
目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快速推进，这离
不开泸州良好的营商环境。”李明尧介
绍，从项目启动到取得核准批复，仅仅用
时150天，创造了燃气发电项目审批时

间、审批速度等多个全川第一。
川投泸州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快速推

进，离不开泸州的“三段式”并联极速审
批。余先河介绍，该审批模式，让企业投
资项目最快7个工作日内“八证齐发”，进
一步实现简流程、提效率，营造便捷优质
的政务环境。“今年，我们大力开展进企
业、解难题、促发展常态化服务企业工
作，企业满意度不断提升。”余先河说。

强保障、稳预期
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除了“三段式”并联极速审批服务，
泸州还出台助力企业降本增效“30条”，
以“真金白银”提升企业获得感。“今年已
兑现惠企政策资金超1亿元、减免资金超
15亿元。”余先河说，泸州设立了50亿元
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效支持重点产业
发展。

由于一家企业常常涉及不同部门监
管，需面临多头检查，不少企业疲于应
对。为此，泸州出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

“10条”，余先河表示，今年以来，泸州深
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大大减轻了企业
负担，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搞生产。

记者了解到，自泸州开展“综合查一
次”改革以来，已累计减少涉企检查1600

余次，缩减率达51%。此外，泸州在全省
率先出台“府院联动”机制意见，建成全
省首个“产法协同示范区”，“今年以来，
办理涉企政务、法务7.5万余件次。”余先
河说。

优生态、激活力
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长期以来，科研与市场脱节成为困
扰地方发展的难题。如何破解？泸州创
新思路，在全省首创“企业科技特派员”
制度。

泸州借助本地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
位资源，从西南医科大学、四川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等高校院所选派副高级职称以
上科研教学人才，组成企业科技特派员
队伍，围绕该市重点发展的行业领域，选
派科技特派员，对996家重点企业开展定
点联系服务。

得益于这一制度，江阳区某公司在
科技特派员牵线下成功解决AI领域“卡
脖子”技术问题，产品在智能警务、智慧
校园、智慧安防等领域迅速推广。

依托该制度，泸州已累计促成产学
研合作120余项。余先河介绍，泸州还启
动医药化工“研发+转化”中试基地建设，
获批建设首批四川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今年以来，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21.7亿元、居全省第3位。

余先河说，下一步，泸州将坚持把
“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感受”，把“企业视
角”作为“第一视角”，进一步促进经营主
体降本增效、优质服务直达快享、困难问
题高效解决，以一流营商环境助推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在省级新区临江新区南充西充片区
的多扶产业园，有一群特别的工人，他们
在“无声世界”里，学本领、练技术。这
里，就是他们的“梦工厂”。

11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多扶产业园的鑫泰欣服装厂，
这里的生产线上，机器飞速运转，工人们
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来这里一个多
月，大家对我很好，在这里我很开心。”按
下这段文字，19岁的李晶凤抬起头，对不
远处的工友们露出笑容。入职才一个多
月的她，在技术组长的倾囊相授下，已逐
渐掌握了相对专业的缝纫技术。

“无声工位”上
他们脸上有笑容眼里发着光

14日下午3点，鑫泰欣服装厂。穿着
黑色衣服的李晶凤，戴着眼镜，扎着小马
尾，坐在缝纫机前，走线、缝制。不一会
儿工夫，身边就摞起一沓红色的成品。

“她现在做的是接袖口贴，不难，但
是对速度要求高。”服装厂负责人左朝全
介绍，李晶凤是个聋哑女孩，10月14日入
职公司，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能很好地完
成工作任务。

“听不见这些机器声音，我可以靠
手、靠眼睛、靠感觉。”李晶凤在记事本上
写道。

这样的“无声工位”，在鑫泰欣服装
厂不只1个。

23岁的小龙，19岁的小志，19岁的

小诗，还有来自广安岳池的小石……他
们年龄都不大，有男有女，都是聋哑人，
在服装厂嘈杂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没有
语言交流，但抬起头，脸上有笑容，眼里
散发着光芒。

和这些年轻工友不同，今年47岁的
汪素梅，是另一种劳动模样。

听不见、说不出的汪素梅不识字。
在鑫泰欣服装厂工作六七年，她勤快爱
学能吃苦，现在是服装厂的“产能标兵”。

上个月，她的实发工资4800多元。
据身边工友透露，全勤的月度里她还能
拿得更高，7月曾拿到过5700多元。

指尖飞速操作，安静的工位、环环相
扣的流水线上，她的收入，也支撑着自己
的小家越过越好。

“对汪素梅、李晶凤这样的‘特殊工

友’，刚开始沟通肯定是最大的难题。”左
朝全以常见的套里布定位工序举例说，
里布怎么套快速整齐，定位如何打一目
了然，交给下一个工位程序怎么递交让
对方拿到就开工……这些都要靠老师傅
教，大家也很愿意教。

左朝全介绍，现在工厂150多人，大
家都很习惯这样一群特别的“工友”，“连
食堂师傅都会几个简单的手语，更多时
候，笑容就是最好的沟通。”

校企合作
奏响聋哑学生就业新篇章

这些“无声工位”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四川鑫泰欣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左
朝全是当地返乡创业带头人，2019年回

到老家西充做服装产业，业务量大，便将
一些缝纽扣、剪线毛的活，分给附近贫困
家庭或学生。

“当时接触过我们外派活的一位邓
洋老师，后来去了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
给学生娃找实习基地时就联系我，希望
把学生们送来实习锻炼。”左朝全说，他
毫不犹豫接收了这些特殊的学生。2019
年以来，每年都有一批特教校的聋哑学
生来实习。有些实习后留在了厂里，成
为正式工。

“这些工友，我们都是按照社会招聘
待遇一样，哪怕前三个月学徒期，每个月
也有2200元的保底工资。”左朝全介绍，
这些特殊工友在厂里，生活上受照顾，但
工作标准并不降低，只要勤奋肯学，就能
练技术，挣工资。

“鑫泰欣服装厂里那几个年轻工人，
都是服装设计和工艺专业的聋哑学生。”
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邓洋介绍，每
年实习季，学校都会联系校企合作单位，
给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

为了让学生更好适应，会手语的老
师们还会全程跟岗，当翻译、当教练。“最
近几年，每年都有10多名学生毕业后，进
入成都、南充以及广东深圳等地的服装
企业，企业也很愿意接收他们。”邓洋说，

“从我们回访来看，他们在无声的世界
里默默工作，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和
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摄影报道

李晶凤是“无声工位”上的新人。

泸州积极开展“进企业、解难题、促发展”
活动。 图据江阳融媒

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先河在发
布会上介绍情况。 图据四川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