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批批重点项目火热推进，一座座
新型工业厂房拔地而起……冬日宜宾市
高县，处处跳动着强劲的发展脉搏，各项
重点工程项目紧盯目标任务，建设步伐
蹄疾步稳，全力冲刺的势头如热潮涌动。

2024年，高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深入实施“抓项目、促投资”专项
行动。截至目前，高县7个省级重点项
目、34个市级重点项目、217个县级重
点项目已分别完成年度投资174.3%、
112%、103%，二、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均位列宜宾市第一，县域经济展现
出循“新”向“兴”的生机和活力。

抓项目提质效
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桩机起落、车辆穿梭、机器轰鸣

……走进位于高县城郊的高铁新区城
乡一体化建设项目现场，数十台工程
机具正在进行场地土石方开挖作业，
目之所及一派忙碌景象。

该项目总规划用地781亩，将围绕
渝昆高铁高县站，打造集交通枢纽、商
务办公、居住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高
铁新城。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高县重
要的交通枢纽和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
窗口，为高县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四川高县经济开发区宜宾循环
经济产业园内，丝丽雅绿色生物基纤
维创新中心及研发试验平台项目，正
在进行平场作业。项目将打造从莱赛
尔原料到莱赛尔产品的全过程研发平
台，助力企业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重点项目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近年来，高县将精力向项目集
中、要素向项目集聚，不断完善项目推
进调度机制，强化项目资金、用地等要
素保障，持续优化县领导联系重点项

目、项目专员“一对一”服务项
目等机制，推动项目建设“加
速跑”，以大干快上的势头，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川高县经济开发区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等36个项
目按期开工建设，鑫洋天著
等12个项目按计划竣工，川
红产业集群建设项目等30个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围绕
园区、城区和重点农村地区，
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多点开
花，以项目为总牵引，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更
强、成色更足。

扩投资优环境
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走进四川嘉宜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
正加紧赶制石墨生坯。一旁
的四川元晟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线不停运转，动力电
池储能配件正源源不断下线。

新兴产业不断集聚，这

是高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高
县聚焦“工业兴县、制造强
县”战略，在巩固提升传统产
业的同时，全力打好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存量招商组
合拳，积极引进培育绿色化
工、节能环保、新型材料等新
兴产业落户，重塑经济版图，
招商引资捷报频传。

在2024年11月召开的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2024中国
红茶大会上，高县一举拿下了
7个茶产业相关项目，签约金
额达2.71亿元。2024年以
来，高县紧扣“投资唱主角、项
目促发展”，围绕国家政策方
针、各类资金投向，动态储备
项目357个，总投资879.9亿
元；同时，锚定建设宜宾南部
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乡村振兴
示范县、宜宾循环经济产业园
目标，策划生成2025年重点
项目199个，总投资824.41
亿元，持续增强发展后劲。

良好的营商环境孕育投
资兴业沃土。高县通过高标
准推进产业园区交通、电力、
供气、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落实“政府保姆”“项
目专员”服务制度，深化审批
体制改革，推行重点项目并
联审批、一站式办理，以营商
环境之优，促发展之劲，加速
构建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
力的投资热土。

高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高县将继续抓牢项
目“牛鼻子”，围绕招商引资，
通过建好项目库，找准主攻
点，靶向招引一批投资体量
大、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落
地，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
成势。同时，坚持要素跟着
项目配，服务跟着项目走，全
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顺心
的营商环境，力促签约项目
早落地、快建设、早达效，为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
势赋能。 （罗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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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丽雅绿色低碳纤维高端新材料产业化项目。高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产业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
力的源泉，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近年来，泸州市合江县在特
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了多种发展
方式和路径，合江荔枝、真龙柚和金钗
石斛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激活了
乡村振兴“源动力”，为群众铺就了增
收“共富路”，乡村振兴阔步前行。

真龙柚持续热销
连日来，合江县真龙镇供销合作社

里，负责人范才治和销售团队忙得“脚不
沾地”。初冬前后，合江县30.8万亩真龙
柚相继采摘下树，首次销售真龙柚的供
销社，在1个多月里，仅线上就售出10多
万斤，用范才治的话说“根本不够卖”。

真龙柚是合江县特色产业之一，
在全县种植面积近31万亩，年产值超
11亿元。横向对比，全国“叫得响”的
柚子品种很多，群众选择范围大；纵向
来看，合江从2009年开始大规模种植
真龙柚，柚子产业化发展时间并不算
长。合江真龙柚何以持续热销？

真龙柚口感清甜脆嫩、个大圆润，
在范才治看来，其口感和品质，是抢占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我们2024年卖出
去那么多单，目前没有一单差评。”

对此，真龙镇柚百年公司合伙人
李宗友感触很深。2024年，该公司标
准化种植的真龙柚迎来挂果。2024年
12月中旬，公司带着近1000斤真龙柚
到重庆参展。“展出1个多小时，柚子就
快被抢购完了。”李宗友笑言，为了保
留柚子持续参加展会，工作人员紧急

“撤回”销售口号。展会结束后，公司
又通过线上寄卖出100多件真龙柚。

土特产产值超40亿元
除了真龙柚，合江还有合江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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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钗石斛，被并称为“合江三
绝”，这些土特产均是合江的
农业特色支柱产业。它们一
头连着乡村振兴，一头连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如何持续提升自身特色
产业竞争力，做好土特产大
文章？以品质提升、品牌培
育、品味塑造“三品战略”促
进三产融合发展，是当地用
实践给出的答案。

据合江县农业农村局现
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赵建翰
介绍，近年来，合江通过建设
标准化基地、培育龙头企业、
强化品牌建设等关键措施赋
能特色种植业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24年，合江在稳定
30.6万亩荔枝、30.8万亩真龙
柚、5万亩金钗石斛种植面积
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品种结
构，完成荔枝高换嫁接1000
亩，带动群众自发高换荔枝2

万余亩；成功申报真龙柚省
级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项目，
争取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
于真龙柚全产业链发展。

数字是最有力的说明。
2024年，合江荔枝产量达
5000万公斤，综合产值超25
亿元；真龙柚预计产量8000
万公斤，预计综合产值超11
亿元；金钗石斛产量850万公
斤，综合产值6.3亿元。

除了规模化发展“合江
三绝”，当地还因地制宜发展
其他特色种植业。例如，白
沙镇忠孝村差异化发展佛手
种植，在忠孝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带动下，256户农户种植
佛手1600多亩，户均增收1
万元以上。

乡村旅游越来越旺
从荔枝到真龙柚，合江

特色农产业还在持续释放
“大能量”。

对合江众多村民而言，

在每年真龙柚、荔枝销售季
“连轴转”已是常态。但近年
来，即便农闲时节，忙碌的合
江人也越来越多。

合江聚焦特色农业，以
塑造“荔乡千宿”品牌为指
引，创新“民宿+村播”融合发
展，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以荔枝现代农业园、真
龙柚现代农业园等为代表的
长江流域山水田园型集群民
宿，成为合江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着力点之一。

合江推广“民宿+”经营
模式，推出乡村采摘、传统文
化表演、研学交流等多元化
体验活动，构建“一宿一格”
差异化发展格局。

不仅如此，合江系统打
造“春赏花、夏避暑、秋摘果、
冬养身”系列活动，创新举办
四川省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
动、荔枝文化旅游节等全县
性节会活动10余个；并持续
举办菜花节、苗族踩山节等
活动……

农村美了，游客来了，致
富路也多了。统计数据显
示，2024年1至11月，合江乡
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230.8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5
亿元，乡村旅游越来越旺。

（何江轩）
合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合江真龙柚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