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蜜基因哺育“甜蜜产业”

从曾经的蔗糖产业，到如
今的“甜蜜”产业，变化的是产
业结构，不变的是“甜蜜”基因。

威远县无花果种植面积已
占全国种植面积的23.2%，为
全国三大主产区之首，并实现
了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无花
果鲜果年加工能力达到 7 万
吨，排名全国第一，有着“中国
无花果之乡”的金字招牌。

资中县血橙种植面积达
26万亩，血橙种植面积和年产
量分别约占全省的80%、全国
的60%，是全国最大的血橙规
模化生产基地，被授予“中国血
橙之乡”称号。

落户内江20年，产品从单
一的米果到饼干、糖果、饮料等
数十个品种，生产线从2条到
40条，致力于打造西南食品基
地，旺旺集团隆昌总厂米果食
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达80%、碎
冰冰市场占有率达60%。

“3年卖出8亿颗，食品安
全便是企业良心。”黄老五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老五，
从脚踏实地的搬运工到全国知
名的“花生叔”，他将当地本土
花生糖改良成颇受市场欢迎的
花生酥，逆袭成为中国花生酥
行业的领军品牌……

在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局长赵永韦看来，从无花果的

“香甜”，到血橙的“酸甜”，再到
饼干、花生酥的“脆甜”，“甜蜜
内江”体现在“甜蜜产业”之中。

事实上，内江的“甜蜜产
业”远不止如此。

赵永韦透露，未来5年，内
江将以“老工业基地加快振兴”
为引领，力促先进制造业聚集
实现新突破，重大产业项目建
设取得新进展、数字化赋能迈
出新步伐，让实体经济成为支
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最终
实现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

不断提升，有“含金量”也有“甜
蜜味”。

环境优渥培育“甜蜜事业”

“事业之甜”因创新创业而
甜。10月26日，四川汇宇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成功上市。这标志着
内江市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诞
生，内江也因此成为西南五省除
成都等省会城市以外第一个拥
有科创板上市企业的市（州）。

从回乡创办企业，到登陆
科创板，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丁兆在抗肿瘤药
物研制的道路上辛勤耕耘了11
年，企业也在内江扎根了 11
年。“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
开家乡的支持。”丁兆坦言，“回
到家乡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事业之甜”因营商环境
而甜。今年5月17日，四川富
乐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期
项目开工。这是在内江的6年
时间里，富乐德科技第3次增
资扩产。

“此前的一、二期项目均实
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
产、当年见效，这也让我们充分
认识到了内江高效优越的营商
环境。”企业方对内江甜蜜的政

务营商环境称赞不已，这也是
企业连续三期项目落户内江的

“投资密码”。
“事业之甜”因共同成长而

甜。从内江师范学院毕业后，黎
晓莹入职内江一家本土互联网
企业。31岁的黎晓莹已成长为
公司副总经理，也见证了公司的
发展壮大。创业之初，公司入驻
内江高新区孵化器，享受各种优
惠政策，如今已拥有25项知识
产权，获得多项荣誉。

从创新到创业，从个人成
长到企业成长再到城市成长，

“甜蜜内江”根植在“甜蜜事业”
之中。

风清气正的服务环境、共
生发展的投资环境，让内江荣
膺“全国开放型政府杰出服务
奖”，入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
力城市100强”，被列为成都航
空口岸外国人过境144小时免
签停留区域。

绿色发展迎来“甜蜜生态”

几年前，内江曾有场争议：
有人建议投资10亿元在沱江
边打造一条古街，年营业额将
达数亿元；有人建议建成兼具
便民休憩和净化水体的湿地公
园。在生态和经济面前，内江

人选择了生态，才有了如今的
花萼湿地公园。

古街给公园让步，背后是
一根看不见的“指挥棒”：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绿色成
为甜蜜内江的最美底色。

深秋的谢家河湿地公园，
依然满眼绿色，空气清新，不少
游人在亲水步道、休闲走廊游
玩。市民刘晓星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过去经过这里会闻到
一股臭味，如今变成了生态湿
地公园，臭味没了，环境美了。

昔日臭水沟，如今后花
园。谢家河湿地公园、小青龙
河湿地公园、蟠龙冲湿地公园
等经过治理，内江城区的11条
黑臭水体变身为11个连接城
乡的带状、环湖公园。

黑臭水体向生态公园的蝶
变，是内江“治污水、造碧水”，生
态更美、甜城更甜的生动缩影。

这些年，内江的母亲河
——沱江，曾经的Ⅴ类水质变

“甜”了，成为可以作为饮用水
源的Ⅲ类水。

作为全国首批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城
市、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城市，内江全力推进两个国家级
试点，荣膺“2020中国蓝天百强
城市”“国家级卫生城市”“四川
省森林城市”“四川绿色发展范
例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多次跻
身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20强。

为民造福酿出甜蜜生活

湿地公园的鸟语花香，大
洲广场的歌舞律动，日新月异
的新城建设，人潮涌动的商业
街区，工薪阶层的奋斗热情，脱
贫群众的张张笑脸……一切美
好环环相扣，为打造“甜蜜内
江”赋予了无限可能。

“我的生活甜蜜，无论是家
庭还是事业，都很满足。”家住
内江万达广场的市民黎晓莹和

丈夫都在内江高新区科技孵化
器内上班，三岁的孩子在附近
的公立幼儿园就读；小区紧邻
公园，傍晚可以散步遛娃；10
公里范围内就有多个公立医
院，医疗有保障。

在外西街社区的甜城悦
读·清溪书吧，市民苏华时常带
着女儿来这里阅读书籍，品味
书香。聚焦“我为群众办实
事”，内江在全市通过新建、升
级、整合三种方式，基本建成
1000个“甜城悦读”书吧，逐步
实现15分钟全民阅读圈，打通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多亏组织部门帮扶，解决
了床上用品问题。”天气渐冷，
为老人们换上新被子后，市中
区白马镇敬老院院长刘菊仙露
出了笑容。今年以来，内江66
个市直部门和单位对口联系
66个镇开展帮扶，为敬老院的
老人们送去温暖。

谈及“甜蜜”，内江市政务
服务局局长倪轮的脑海里浮现
出一张笑脸，那人是倪轮曾经
对口联系的脱贫户周光书。她
清晰地记得，周光书是如何克
服困难，发展黄桃产业脱贫致
富的，“种出甜蜜的果子后，他
那张因劳累而满布皱纹的脸终
于露出甜蜜的笑容。”

这些天，在内江糖业发祥
地——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
村民们期盼着甘蔗收获的甜
蜜，村党支部书记罗家元期盼
着田园蔗乡农文旅项目早日开
门迎客，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
向发展：发展糖产业，重塑糖文
化，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让老百
姓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
越甜。

“在这里，味道是甜的，空
气是甜的，心情也是甜的。”内
江市委书记郑莉在多种场合推
介这座甜蜜之城：内江，是一座
来了总会有惊喜的城市，一座
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

““在这里在这里，，味道是甜的味道是甜的，，空气是甜的空气是甜的，，心情也是甜的心情也是甜的””

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省内江市：：酿造酿造““甜蜜甜蜜””之城之城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刘小玲

九曲十一弯的沱江穿城而过，临江而居的城市因水而兴。
深秋时节，在四川省内江市的龙门村一带，甘蔗林郁郁葱

葱，沱江岸风光旖旎，彩色旅游步道向前延伸，清代古老建筑修
复如旧，以“让世界爱上内江甜”为主题的甜源蔗乡农文旅项目
建设现场热火朝天……看着眼前的一切，村民曾金龙的思绪在
儿时的记忆与未来的憧憬中交替。

1716年，曾金龙的先祖曾达一从福建引进甘蔗种，在内江
大面积推广种植甘蔗，并办起了制糖作坊。此后，内江遍种甘
蔗，鼎盛时期糖产量占到四川的68%、全国的26%，造就了沱江
两岸“三里一漏棚、五里一糖房”的繁荣景象，内江也因盛产蔗糖
和蜜饯而有了“甜城”的美誉。

前不久召开的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首次提出“甜蜜内江”的
新概念，吹响了今后五年内江发展的新号角，赋予了这座城市的
新期待。“甜蜜”在这里有了新内涵、新滋味，它就藏在这座城的
产业、事业、生态、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内江新貌。王 斌摄

内江农民依托“甜蜜产业”增收致富，收货时节他们乐开颜。王 斌摄

■202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龙双雪 19-20
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