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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 以培育市场主体为重点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立秋时节走进合川，一幅绿意

盎然、生机无限的画卷尽收眼底。
近年来，合川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新探
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切实发
挥市场主体在助力生态、引导生
产、带动致富等方面的主力军作
用，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
库”更好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有效统一。

截至目前，全区现有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340个，已成为发展现代
林业、促进林农增收、繁荣农村经
济的重要力量。

践行“两山论”
厚植绿色家底积蓄发展后劲

7月30日，合川区太和镇白阳
村五社花卉苗木基地一片宁静。
100余亩桂花、紫薇、红叶石楠静谧
生长，进入旺长稳速期。虽是苗木
销售淡季，基地负责人邹长江却没
有闲下来：“找订单、谈发展，每天也
忙个不停。”

花卉苗木基地的发展服务于
合川城市更新的需要，而合川大力
建设生态之城同样支持了基地成
长，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生态与
发展的双赢。

三江交汇的合川，最大优势在绿
水青山，最大的潜力在绿水青山，最
大的责任也在保护这片绿水青山。

据合川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该区坚持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主线，持续在增绿上下功
夫，在护林上做文章，切实巩固造
林绿化成果，提升全区生态体系建
设水平，逐步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
业共进、保护与开发并举、改革与
发展互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构建体系确保林长治。该区
明确镇（街道）级林长208人、村（社
区）级林长347人、监管员231人、

指导员 141 人、网格护林员 1105
名，完成30个镇街林长制标准化建
设，探索建立“林长+检察长+山林
警长”协作机制，实现全区林长制
管理责任体系全覆盖，推动林长制
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转变。

林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林业市场主体，是林业生态
建设的骨干力量。按照政府得生
态、企业得发展、群众得实惠的思
路，合川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主体作用，落实“谁造谁有”的林业
政策，坚持“适地适树”原则，通过
政策引导、技术指导和示范服务，
支持鼓励多主体上山，让社会资本
成为造林绿化主力军。

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
之手”协同发力，合川绿色家底持
续夯实，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总
蓄积实现“四增长”。截至2023年
底，全区林地面积120.29万亩，森
林覆盖率32.25%，乔木林地蓄积
268.7万立方米。

念好“产业经”
激活绿色动能引领产业升级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
财富，合川从未间断由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实践探索。
近日，合川区隆兴镇，3万多亩

的油橄榄基地一片翠绿，即将迎来
成熟收获的季节。这里将油橄榄
产业作为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特色效益林业的重要内容，已
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改善、产业发
展升级的绿色发展新路。

据隆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引进重庆江源油橄榄开发有限公
司开展油橄榄规模种植为依托，该
镇成立了以“重庆黄金农”等为代
表的8个油橄榄专业合作社，并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广
种植油橄榄。通过8年建设，目前
涵盖全镇9个村3万余亩油橄榄，
不但将隆兴镇的森林覆盖率再提
高了23%，油橄榄也成为全镇主导
产业之一，每年创造产值超5000万
元。加上新发展林下金荞麦产业，
亩均还将提升5000元以上。

从看林护林，再到发展生态产
业，越来越多的合川人明白，有了
绿水青山，不愁金山银山。

向“林”发力，点绿生金。近年
来，合川结合“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项目，将
林业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和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以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为主力军，大力推动
特色经济林产业发展，努力实现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全面融合。

数年奋进，成效显著。如今在
合川，集一二三产业于一体的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力量得到充分释放，
集林果种植、林产品深加工和旅游
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林业经济发展
迅速，生态优势正快速转化为产业
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据合川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区累计建成
特色经济林产业基地37.14万亩。
涌现出隆兴油橄榄、双凤“皇池
李”、双槐“清见”、太和黄桃、古楼
红枫等特色林产品，林业经济已逐
步实现由“卖木材”为“卖景观”、由

“卖山头”为“卖生态”的转变。

蹚出“致富路”
巧做绿色文章助农致富增收

让山林得绿、林农得利。走进
合川区铜溪镇皂角村，六组村民何
成最有发言权：“在村里合作社支
持下，家里已种植红椿16亩，仅在
去年就收入近5万元。”

“借助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项目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采用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发展香椿产业，不但盘活了1800
余亩闲置林业，还带动全村1100余
户村民发展产业2000余亩。”据皂
角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兴宽介绍，截
至去年底，全村已总计种植香椿
4000多亩，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实现年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

“集体林分布在广大乡村，是
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增收致富
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资源。”据合川区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把兴林和富
民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了“镇
村企”三级联动机制，形成了政府
引导、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强大
合力。

同时，发挥各类新型林业经营
主体组织带动农户作用，促进农户
与发展现代林业有机衔接，鼓励各
类企业参与林业投资经营，推广

“企业+合作社+农户”“企业+基
地+农户”等模式，建立健全农户与
合作社、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农户增收、合作社、企业共同发

展的新格局。
政策“组合拳”形成合力，让农

户踏上共同富裕之路。除了皂角
村，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如太和镇晒经村以合作社为
主题发展花椒产业1300余亩，创新
推出了“租金+股金+薪金”的模式，
仅劳务增收每年就能给村民带来
170多万元；合川双凤镇“皇池李”
走上“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经营模式，年均为
当地村民带来8000余万元的收入，
李子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主要来源。

“绿水青山是合川最大优势、
最大财富、最大品牌，也是我们推
进林业高质量发展最大的底气。”
合川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全区林业系统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谱写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庆
篇章贡献合川力量。

刘茂娇 龙搏
图片由合川区林业局提供

■栏目主办 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日报

——合川篇

隆兴镇油橄榄喜获丰收

隆兴镇油橄榄产业基地隆兴镇油橄榄产业基地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高质量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取得新成效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

长期以来，作为党
领导下的国有金融机
构，国家开发银行重庆
市分行紧紧围绕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集成推进重点领域
融资保障，开发性金融
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截至上半年，分行表内
本外币贷款余额 3681
亿元，当年发放表内本
外币贷款312亿元，信
贷投放保持有效增长。

国开行重庆市分
行党委书记刘喜荣表
示，该行将把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紧扣重庆打
造“六个区”目标体系，
立足基础设施银行职
能定位，不断提升服务
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质效，在助力
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
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
纽中展现新担当、实现
新作为。

稳中求进坚守职能定位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作为“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
程之一，川气东送二线建设工程途经四
川、重庆等八省市，是实现我国天然气
管网“五纵五横”新格局的关键一步，也
是川渝地区千亿立方米大气田和百亿
立方米储气库的战略输送通道。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开发性
金融的支持始终如影随形。自去年9
月项目开工伊始，国开行重庆市分行便
联合四川分行，为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
管道工程持续提供长期、大额的资金保
障，助力我国再添“横跨东西”的油气能
源大动脉。

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全局。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
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开行重庆
市分行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定
回归基础设施银行职能定位，锚定金融
强国建设目标，持续强化服务国家战
略，充分发挥在重大重点项目中的引
领、带动和保障作用，始终保持我市对
公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贷款份额首
位，畅通“资金—资本—资产”循环，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

今年，国开行重庆市分行继续服务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加快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落实“一把手”抓
市委“一号工程”工作要求，对标全市双
城经济圈工作架构，迭代升级分行工作
体系，打表推进、闭环落实。强化“一盘
棋”思想，连续4年与四川分行印发双
城经济圈工作要点，联合两地发展改革
部门完成川渝毗邻地区建设研究课题，
着力增强川渝合作能级，共同支持川气
东送二线、渝昆高铁、川渝高竹新区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开放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并对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

重要部署。围绕服务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国开行重庆市分行持续加大
金融资源倾斜，助力重庆加快形成内
陆开放综合枢纽标志性成果。助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配合市发展
改革委“一带一路”市级重大项目储
备库开展建库及增补更新工作；积极
推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明确的开发银行3500亿元人
民币融资窗口政策更多在重庆落地
见效，完成融资窗口合同签订 89.60
亿元、发放贷款25.37亿元；用好共建

“一带一路”专项贷款，积极支持重庆
企业“走出去”。国开行重庆市分行
国际合作业务处处长胡志勇表示，该
行将围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这条主线，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新互联互通、本地企业“走出去”等
开放发展重点领域，继续做好融资融
智服务，努力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国
际合作引领区贡献力量。

深化改革激发澎湃动力
高质量发展向“新”逐“绿”

中梁山脉、缙云山脉东西并行，长
江、嘉陵江南北合抱，在重庆中心城区
西部地区形成一个槽谷，西部（重庆）科
学城坐落其中。如今，这片区域容纳了
重庆大学城、科学谷数智科创园、金凤
实验室等众多事关全市科技与发展的
标志性区域，已成为重庆最具活力的城
市板块之一……

而在几十公里外，另一个高能级创
新平台——两江协同创新区亦在加快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载体，目前已集聚北
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西北工业大
学重庆科创中心等50家科研院所，集
聚创新创业人才突破5000人，打造科
研平台110余个。

高能级创新平台是吸引科技人才
的强磁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赋能高
质量发展的强引擎。聚焦高能级创新

平台打造，国开行重庆市分行持续保障
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
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发放贷款超
过200亿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体制机制。国开行重庆市分行
客户五处客户经理邱俊杰表示，科技金
融是分行服务构建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及服务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主要支撑，也是推动新质生产
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该行紧扣重
庆“416”科技创新布局与“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不断深化融智融资服
务，深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全市重点产业调研，发放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支持重点“链主”企业
发展；发放科技基础设施贷款推动一批
具有全局性、先导性意义的科技信息基
础设施项目落地实施，支持打造科技创
新策源地。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
全市首批三家绿色分行之一，国开行重
庆市分行围绕“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绿色转
型”，深度融入重庆市全域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制定支持碳达峰碳
中和区域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支持轨道
交通27号线、秀山锰矿区综合整治、南
川乡镇污水治理设施等绿色交通、环境
设施、生态治理、垃圾利用项目，绿色产
业贷款余额保持全市前列。

心系城乡推动融合发展
为增进民生福祉增添金融保障

累计向黔江等7个区县普惠养老
设施项目发放贷款11.81亿元；发放转
贷款63亿元，惠及小微企业超2000
户；走进高校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宣
讲，推动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贷

款政策……巴山渝水间，开发性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精度和温度
持续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大任务，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开行重庆市分行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瞄
准人民群众不断涌现的金融新需求，深
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切
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据该行客户四处副处长杨瑾
介绍，围绕普惠金融大文章，该行着力
做好三个服务，一是服务民营企业与小
微企业，把转贷款业务作为开发性、政
策性银行服务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主
要手段，今年已累计发放贷款63亿元；
二是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加大涉农贷款
发放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长期信贷支持，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三是服务民生事业，以国家助
学贷款作为服务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
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发挥国家助
学贷款主力银行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全过程，重庆正积极探索超
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加快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的国际化大都市。国开行
重庆市分行全力做好“三大工程”金
融服务，实现大渡口区五一互
助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全市首笔专项借款发
放；深度参与全市
保障性住房配
套制度起草
制定，全力

提升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质效。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

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城乡融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大
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开创大城
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发展新局
面，国开行重庆市分行积极推进以县
（区）城和中心镇为重要载体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助力特色化差异化发
展。紧扣“四千行动”，服务乡村全
面振兴，向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地、
秀山马西水厂等提供中长期信贷支
持。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现分
行首笔和美乡村项目贷款在武隆落
地，支持丰都、合川等高标准农田建
设。

深化改革不停歇，服务发展不止
步。国开行重庆市分行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
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坚持守正创新、
敢于刀刃向内，强化职能定位，提升服
务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质效，
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
活力、拓展新空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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