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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向“新”而行 以“质”谋变
创新谱写三产融合新篇章

新年伊始，随着“开局即是冲刺”的战
鼓擂响，内江多条“新”赛道捷报频传。

入驻内江高新区的四川虹鹰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混
合动力系统首飞成功；来自内江中科奥
格医用猪产业园的基因编辑猪的肝脏原
位植入到脑死亡患者体内，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基因编辑猪肝脏对人体肝脏完全
替代……

不仅仅是低空经济、异种移植等未
来产业领域，在广袤的甜城大地上，新质
生产力的澎湃动力也在农业、工业、服务
业加速汇聚，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内江明确提出，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

科技助力农业发展
黑猪“无抗”养殖生姜出口欧洲

临近过年，位于内江市市中区永安
镇尚腾新村的内江黑猪小寨迎来了销售
旺季。

不久前，云顶土内江黑猪再次通过国
家级食品安全检测机构的无抗鉴定。“意
味着云顶土内江黑猪育肥的全过程都没
有使用抗生素。”基地负责人王丽芳介绍，
公司采用猪食中央厨房、全自动智能化养
殖设备和生产工艺等现代化养殖方式，养
殖高品质的云顶土内江黑猪。

1月13日，40余吨来自资中县天府
智慧农业生态园的生姜，正式发往荷兰鹿
特丹港口。企业通过采用国际领先的专
利水肥配方、种植管理体系、大数据平台，

提高了生姜产品在欧洲的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内江市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内

江黑猪种群基地、无花果全产业链集中发
展区、血橙生产基地等7张国字号金字招
牌，一张张名片的背后是科技助力农业生
产的生动实践。2024年，当地通过开展
农技巡回服务、建设科技示范基地、推进
示范主体培育等举措，加快形成农业新质
生产力，助农增收。

聚力实施工业倍增
布局未来产业竞逐全新赛道

1月初，在内江经开区，内江埃普诺
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正在进
行投产前准备工作。整个车间采用先进
的信息技术系统，实现了从放料到成品分
拣全过程的自动化。公司生产的新型硅

碳负极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和储能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在内江高新区，西南氢能设备研发制
造基地项目正加快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全
自动分布式智能化高纯制氢机、氢发电配
套设备的研发测试平台和装备生产线等。
全面投产后，可解决传统储氢运氢难的问
题，服务加氢站、氢交通等新能源领域。

立足深厚的工业基因和扎实的产业
基础，内江市委八届五次全会以来，内江
坚定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将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
之重，全力推动产业结构提质升级，助力
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内江列入8条省重点产业链
协同发展地，钒钛+、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两
条优势产业链获省重点支持，信息系统密

码及安全、新型储能产业入选省级产业新
赛道，隆昌“特色玻陶”、威远“玻纤新材料”
入选第二批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服务外包发展强劲
吸引青年才俊推进人工智能

走进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产业园，四川京阿唯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
们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在线客服的繁忙
工作中，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这个2024年初投入运营的园区，涵
盖了综合服务、企业工区、人才公寓、商业
街区四大功能分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目前，东兴区
服务外包企业总数达48家，其中500强
及行业百强13家，业务涵盖金融服务、数
据处理、呼叫服务等多个领域。

2024年，内江实现服务外包产值32
亿元、增长42.2%。电子商务优势持续巩
固，网络交易额稳居全省前3位。

此外，立足成渝数字走廊通道的优
势，内江还在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四川并济科技智能运算中心等项目。
预计到2027年，内江智算算力规模可达
到15000P以上，将更好服务内江智慧城
市、智慧园区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等产
业，并将为成渝地区人工智能、大数据、深
度学习、科研模拟实验等领域服务。

新年新气象，相信在新的一年，越来越
多攀“高”、向“新”、逐“绿”的新产业、新项目
会在内江这片土地萌发破土、转化落地，一
批又一批新增长点会加快孕育、夯基成势，
新质生产力的故事也将继续上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内江城市风景照 王斌 摄

1月21日上午8点过，成都市郫都区
东林村，上班路过所管理的大蒜地时，陈
果走下田间，拿起蒜叶看看是否发黄，又
看了看土壤是否干裂，检查完后他继续前
往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陈果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
在上海从事金融相关工作，曾担任一家咨
询机构董事长，年薪百万元。2018年，他
回到东林村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大蒜产
业致富，现任成都市郫都区德之源大蒜专
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为何会放弃在上海的高薪工作返乡
创业？1月21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采访时，陈果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

从城市回到农村创业
从零开始学习农业

“目前大蒜长势很好，今年一定也能丰
收。”1月21日上午10点，陈果指着身后的

“绿色海洋”说，村里所有的田都实行稻蒜
轮种，每年9月播种大蒜，次年3月收获蒜
薹，4月收获大蒜，之后接着种植水稻。

陈果说，平时他每天都会到田里观察
大蒜的情况，通过观察土壤，判断是否缺
水需要灌溉，同时检查蒜叶是否枯黄，防
止叶枯病等病害。大蒜每年产量比较稳
定，一亩地能产1吨左右，能否增收主要
看市场行情，其价格一般为七八元一斤，
2024年行情很好，价格涨到了10元左右
一斤。

陈果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一直从
事金融相关工作，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农

业，也不知道怎么种地，是一个农业“小
白”。“从搞懂如何种地到如何种好地，我
们花了很长时间。”陈果说，他带着几个
小伙伴回到成都时，一切从零开始，通过
不断学习、实践，现在已是一名高级农艺
师了。

发展升级大蒜产业
带领村民致富

2018年，陈果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投
资郫都区，入股德之源大蒜专业合作社。
在农业生产方面，他牵头实施了大蒜机械
化示范项目，同时推动将小田改大田的适
度规模化经营，推广科学化种田。通过合
作社平台，帮扶农民降低30%农资成本，
为农户提供平价农机作业服务。

陈果介绍，以前种蒜需要人工将大蒜
掰成蒜瓣，再一个个种下地，现在已实现了
部分机械化，由机器分瓣、播种。以前一亩
地需要四五个人种一天，成本约1000元。
机械化播种后，一台机器一天可以播种20
亩地，成本只要200多元，大大提高了播种
效率，降低了成本。

陈果还尝试“德源种蒜基地+外部商
品蒜基地”模式，将独头蒜种植产业引入
凉山州越西县，初步形成种业经济研发和
总部在郫都区，转化与基地在区外的产业
互动模式，积极推动当地大蒜产业发展。
同时，以大蒜产业和合作社为载体，为东
林村、禹庙村争取到成都市三星级现代农
业园区及省级园区培育财政资金，增加了
现代农业要素和村集体资产。

不后悔回农村
鼓励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

为何会回到成都创业？老家在遂宁
的陈果坦言，他在农村长大，感觉农村发
展比较慢，农民收入不高，他一直有一种
乡村情结，想让农村发展得更快、变得更
好。加上之前的工作涉及一些农业投资，
也关注到了农村这些年的发展，同时成都
也有一些回乡创业扶持政策，于是就决定
回来了。

“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后悔。”陈果说起
了回乡创业这几年的感受，“以前的工作
跟经济相关，比较计较得失，感觉自己比
较浮躁；回乡创业后这几年，感觉自己更
务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农业是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每天都要脚踏实地做事情，
而这种踏实、专注的心态，也是当下年轻
人比较缺少的。当然也有成就感，带着一
帮小伙伴们，在农业上找到了发展的道
路，也为村里产业发展作了贡献，还带领
乡亲们赚了钱。”

陈果说：“农村很有发展前景，‘三农’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政策越来越好，希望
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创业、发展。”

记者从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获悉，1月
24日，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多家单
位举办主题为《“返乡成都”——回家创
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
的首场专题活动。活动现场将推介成都
城乡创业环境、发布创业机会清单，并介
绍创业服务保障措施和创业指南，为活
动参与者提供优厚的创业政策宣讲、优
质的对接交流服务，以切实有效的举措
激励更多在外游子回归故乡贡献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陈果在查看大蒜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放弃百万元年薪回成都创业

名校研究生带领村民打响金“蒜”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