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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底蕴厚 创新实力强

乐山五通桥区全力打造“两个千亿”产业集群

2024年，“四川鱼子酱”作
为“四川礼物”成功“出圈”。

5月15日，“长征路上看四
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雅安
行，走进“四川鱼子酱”的产地
天全县，记者见到了这个建设
于2010年的“高端鱼池”。

据四川润兆鲟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军介绍，作为全球鱼
子酱市场的头部企业，目前该
公司拥有养殖基地11个，其中天
全的养殖基地规模最大，达350
亩。2024年，该公司鱼子酱年产
量达到63吨。今年，天全基地新
建的鱼子酱综合加工厂将投产，
设计年产能可以达到200吨。另
据了解，天全县正在加快建设总
投资10亿元的鱼子酱特色小镇，
打造温泉酒店、特色民宿、亲水
河岸等业态，进一步促进农文旅
融合发展。

“四川造”的底气：
熊猫故乡的良好生态本底

畅销全球的“四川鱼子酱”
为何选择在天全投资建厂？

5月15日中午，上百斤重的

鲟鱼在池塘里悠闲地游动。看着
这些“大块头”不时摆动尾巴，溅
起水花，记者不禁产生了好奇。

“环境好！”李军给出了答案。
李军所说的环境，不仅指

天全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有投
资环境。

从自然环境看，天全县背
靠二郎山，是长江上游的生态
屏障、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
组成部分，来自二郎山的高山
冰雪融水，冬夏水温皆适宜，非
常适合冷水鱼养殖。而优良的
生态条件也为鲟鱼提供了良好

的生长环境。
“因此，我们才生产出来自

熊猫故乡的鱼子酱。”李军说，
除了自然环境外，政府的热情
服务也是他们选择天全投资建
厂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主动
帮助我们解决土地、资金等问
题，特别是在扩建二期、三期过
程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我
们投资放心也舒心。”

乐山拟建新基地:
鱼子酱年产量预计四五百吨

回首去年泼天流量在鱼塘

里搅起的波澜，李军告诉记者，
“流量”已经留下。

“目前，鱼子酱这个品类不
能说家喻户晓，但至少品牌度
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越来越
多的餐厅品控商、商场企业供
货商和个体消费者慕名找上门
来。”李军介绍，为了让“流量”
流得更长久，他们在品牌推广
方面，针对不同市场、不同渠道
进行细分。例如，针对礼品需
求，他们就专门成立部门，更精
准服务客户和进行推广。

“鱼子酱已被大众熟知，
鲟鱼肉也需要一个被知晓和
接受的过程，我们正在研发和
推广鲟鱼片等鱼肉食品。”李
军告诉记者，公司在天全基地
新建的鱼子酱综合加工厂将
投产，设计年产能达200吨。
将来还计划在乐山新建一个
5000吨容量的养殖基地，鱼子
酱产量预计达到每年400吨到
500吨。

更远的池塘：
“共享鱼池”助力乡村振兴

聊到未来的发展方向，这
位常年“窝”在鱼塘边的企业家

指着园区内一块展板说：“发展
共享鱼池。”展板上显眼的文字
写着：实现鱼池“一池生三金”。

所谓三金，一是企业流转
村民土地支付给村民的租金；
二是村集体投资与企业共建共
享鱼池后，分得的股金；三是村
民经过养殖技术培训后，在企
业工作获得的薪金。

李军称，发展共享鱼池是
他追求“做大做强四川冷水鱼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梦想的路
径之一。目前已为当地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约200个，人均年收
入增加4万元以上。“还有农户
在学习掌握鲟鱼养殖技术后，
自发建设鱼池扩大生产，带动
18个村共3000户农户，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县平均水
平约30%。”

目前，李军所在园区已经
建设成为省五星级的现代农业
园区，正在创建国家级农业园
区，并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园区所在的天全县思经
镇，也借此成功创建为全国唯
一的鱼子酱特色小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杜卓滨

菜篮子拎出幸福感,百年书院沧桑巨变
从五通桥区委书记讲的两个故事里感受民生“温度”

“说到民生，我想与大家分
享两个故事。”5月15日，在“万
千气象看四川·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五通
桥区专场发布会上，五通桥区
委书记陈林强分享了“菜篮子
拎出幸福感”、“传承与希望”两
个故事，向在场记者讲述五通
桥的民生之变。

五通桥王爷庙便民市场不
仅承载着盐业码头的烟火气，
更是一代代居民的生活记忆。
曾经的老市场，地面坑洼、过道

拥挤、电动车随意停放，群众反
映非常强烈。

获悉群众的诉求以后，五
通桥区委、区政府迅速采取
行动，打造“桥鲜荟·智慧农
贸市场”。如今，这个焕然一
新的农贸市场集便民摊区、
商业网点、夜市经济和周末
集市等多业态于一体，停车
位、城市驿站、社区食堂配套
齐全，实现了从“脏乱差”到

“智慧化”的蝶变。
“菜篮子拎出幸福感”的故

事，折射出五通桥深入推进“四
公一农”建设的成就。近年来，
五通桥立足群众停车难、买菜
难、如厕难等“刚需”与“急需”，
深入开展“四公一农”建设提升
三年行动，整合资金17.06亿
元，高品质打造“15分钟便民
生活圈”。

“传承与希望”的故事，则
要从1888年说起。当时，五通
桥“通材书院”在盐商的捐资助
学下顺利创办，让寒门学子得
以入学。通材书院历经百年沧

桑，培育出了众多杰出人才，蜕
变为如今的五通桥中 学 。
2022年，五通桥区启动通材初
级中学新建工程，区内龙头企
业慷慨解囊，捐资1亿元助力
学校建设。今年9月，学校将
建成投用，迎来首批学子。

从盐商义举到当代企业
家善行，改变的是办学条件，
不变的是五通桥崇文重教的
情怀。也是党委政府以教育
惠民生、企业家以善举暖民心
的生动写照。

这两个故事，只是五通桥
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缩
影。2024年，五通桥区交出了
一份漂亮的民生答卷：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
2021年增长11.6%、7.3%。“民
之所盼，政之所向。”陈林强表
示，将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
上，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
事，着力让民生答卷更有温度、
更有厚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王祥龙杜卓滨

5月15日，“万千气象看四
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
新闻发布会五通桥区专场在
成都举行。发布会上，乐山市
五通桥区委书记陈林强表示，
近年来，五通桥区实施“工业
强区、城市更新、文化赋能”三
大战略，经济总量三年内连跨
300亿元、400亿元两个百亿
元台阶。在工业强区方面，正
全力打造晶硅光伏、绿色化工
两大千亿产业集群。

锚定“双千亿”产业，五通
桥区有何优势？

五通桥区副区长叶然介绍，
五通桥拥有悠久的工业历史，其
因盐而兴、因工而立，基于深厚
的盐业底蕴，在此诞生了新中国
第一号发明“侯氏碱法”，打破西

方70余年的技术垄断，成为五
通桥近代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三线

建设重点区域，五通桥依托丰
富的井盐资源发展形成盐磷化
工产业集群，立足峨眉半导体

材料研究所的先发优势组团进
军晶硅光伏产业，成功培育上
市西南地区第一支A股川盐
化，诞生新中国第一炉多晶硅，
成为四川省首批循环经济示范
区。如今，五通桥区百亿级企
业有3家，培育中的百亿级企
业还有3家。

当前，五通桥正锚定全省
工业兴省、制造强省目标，全力
落实乐山市委“241”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坚定扛起培育晶
硅光伏、绿色化工两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的时代重任。

晶硅光伏方面，五通桥已构
建起“硅芯—硅料—硅棒—切
片”的产业链条，全球10家头部
企业中半数落户于此，成功入选
全国民营经济百强产业集群。

绿色化工方面，五通桥已集聚
10多家规上化工企业，多个产
品的产能在全国全球位居前列。

叶然介绍，五通桥坚持推
动产业、创新、资金、人才深度
融合，积极探索高端人才“带土
移植”引进机制，支持龙头企业
采取“项目+团队”的方式来五
通桥创新创业，成功引进210
余名行业科技领军人才，组建
创新研发团队106个。聚焦关
键技术攻关，五通桥支持企业
持续升级生产工艺，如“永祥
法”高纯晶硅生产工艺，目前已
迭代到第八代；协鑫科技独有
的高新技术，能耗仅为行业先
进水平的六分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王祥龙杜卓滨

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征路上看四川

扩大生产规模 发展“共享鱼池”
爆火一年后“四川鱼子酱”流量变“留量”

乐山五通桥区“中国绿色硅谷”核心区。章綦 摄

位于雅安天全县的鱼子酱生产基地。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