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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党建“双创”领航铸魂 赋能新商科人才培养
锚定国际化办学航向，依托多语种多

文化优势，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党总支以“融古今、汇中西”的商学探
索为己任，以创建党建工作标杆院系为契
机，推进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提质
增效，助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商科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努力建成国际化特色鲜
明、西部一流的商学院。

创新“1445”党建工作机制
推动党建引领业务工作提质增效

近年来，学院党总支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构建“1445”党建工
作机制，实现党建引领业务工作提质增
效。

该机制中的“1”是指学院党总支以
立德树人为中心，将党建工作贯穿于人
才培养全过程，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
化商科人才。

第一个“4”即聚焦“带队伍、建专
业、塑品牌、谋发展”，打造高素质党员
教师队伍，建设以财务管理、电子商务、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专业为核心的专
业群，打造“红岩先锋出海行”等特色党
建品牌。

第二个“4”即开展政治建设、组织
建设、特色党建、双融双促，提升党员教
师政治素养，打造政治功能强、组织功

能强的“双强”院级党组织和党建水平
高、业务水平高的“双高”党支部，建立
特色党建项目，促进党建引领教育教学
提质增效。

“5”即是党建引领成效显、学科发展
态势好、专业建设有成效、产教融合动力
强、育人工作出成绩。学院先后获批四
川外国语大学首批新时代“红岩先锋”变
革型组织示范创建单位以及国家级一流
专业建设点、重庆市一流专业建设点、重
庆市高校“十四五”重点学科、重庆市人
工智能+学科群培育建设项目、重庆市产
教融合特色优势专业群、重庆市示范性
现代产业学院等优势平台。

落好党建“一颗子”，激活发展“一盘
棋”。学院党总支创新党建工作机制体
系，引领学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364”产教融合体系
为党建“双创”提供实践平台

近日，学院与携程集团打造的“携
程文旅直播青训营”项目传来好消息：
全体成员经过37天拼搏，累计销售额

成功突破百万大关，多名学生荣膺“携
程直播之星”。

这是学院党总支牵头优化产教融
合模式，为文旅产业输送更多高素质创
新人才的精彩实践。

事实上，学院党总支探索党建引领
下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构建“364”产教
融合体系，为党建“双创”工作搭建了实
践平台。

打造3个平台，点燃产教融合新引
擎。通过与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
园等单位共建“多语种跨境电商产业学
院”，助力“渝品出海”“渝企出海”；建立
一批“红岩先锋”实践基地，引领学生赓
续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打造创新
创业中心，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核
心竞争力。

采取6项举措，注入产教融合新动

能。与企业共建跨境电商财税合规训练
基地、携程文旅电商直播青训营基地等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平台；打造多语种跨
境电商实践实训基地，校企联合共建跨
境电商虚拟教研室，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以平台建设推动产学研合作。

产出4项成果，实现产教融合新突
破。培养了一批具有扎实专业素养和
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打造了一
批高质量课程资源，获批国家级一流课
程、重庆市一流课程19门；以产学研协
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获批近10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与企业开展“渝品
出海”项目，为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建设服务。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党建引领下
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推行至今，推动学院
的党建“双创”工作再上新台阶。

抓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10月18日，学院参与承办的
青年电商销售大赛“多语种电商直播赛

道”在秀山县举行。该比赛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259支队伍参赛，比赛用好
直播带货、短视频和跨境电商等平台，实
现销售额7437.94万元，带动秀山及周
边农特产品销售1.48亿元。

这是学院党总支抓好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的一个精彩实践。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关键在党。学校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党总支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国家战略，与秀
山县隘口镇平所村党支部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帮扶结对。

据悉，学院党总支与秀山县隘口镇
平所村党支部共建新时代“红岩先锋”
变革型组织，并派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
书记，推动平所村经济社会发展；开展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活动，进行以赛
促农的创新实践；组织“山秀茶香，筑梦
渝乡”实践团开展暑期“三下乡”等调研
活动，让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
才干、作贡献”。

校地协同、多方共赢；以赛促销、电
商赋能……学校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党
总支走出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王婷 代彬 李兆洋 图片由四川外
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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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6月22日，武隆区仙女寨，上万亩红苕肆意生长，苕藤在阳光下
一片葱绿。这种红苕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宝石。

约400年前，武隆乌江边一个纤夫以它为原料，通过16道工艺
加工出石磨苕粉，后来还成为乾隆年间的贡品，声名鹊起。

如今，400年过去，武隆石磨苕粉不仅依然屹立江湖，还获得“中
国名菜”“中国名小吃”“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老字号”等称
号。作为武隆石磨苕粉的传承主力军，武隆苕粉集团的年产量一路
攀升至4000吨，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突破30%，并远销海外16个国
家和地区。

古法工艺传承
铸造武隆苕粉400年辉煌

今年47岁的武隆石磨苕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晓路告诉记者，
自清朝以来，武隆人祖祖辈辈做苕粉，外出做客也爱拿苕粉当礼品。

新中国成立后，武隆于1951年成立国营川东苕粉厂，成为全国
最早的苕粉企业之一。此外，武隆还有铺天盖地的苕粉家庭作坊。

“高峰时期，武隆一个乡镇就有上百家小工厂在制作经营苕粉。”
事实上，苕粉并不罕见，全国各地都有产出。为何武隆苕粉能在

400多年里经久不衰？
“因为武隆苕粉不仅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更是鲜糯劲道。”王

晓路告诉记者，这当中，第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壤。
武隆仙女寨的油沙黄壤岩土，长出的红宝石红苕口味脆甜清香，

富含更多养分。
“除了优质的红苕，‘16道古法、三沉三淀、现浪烫皮’的制作工

艺更是核心秘密。”王晓路说。

豪掷2000万元
让武隆苕粉跟上时代步伐

2017年，武隆苕粉产业迎来巨变。
当年，武隆区大手笔整合武隆石磨苕粉厂、仙女湖食品开发公

司、仙女寨合作社等，成立武隆苕粉集团。武隆苕粉集团随即投入
2000万元打造武隆苕粉科创园，建设现代化苕粉工厂。

投资2000万元，对当时的武隆苕粉集团而言，无疑是一场豪赌，
“几个厂的荷包基本都掏干净了，贷款还高达600万元”。

为何非要如此冒险？一切都是形势所迫！
当时，武隆石磨苕粉厂工人多达200人，但年产量最多200吨，

即便发动1800户家庭作坊一起生产，年产量也仅有800吨左右。“每
年9月至次年1月，订单供不应求，供给缺口巨大。”王晓路透露。

另外，更棘手的是，虽然武隆石磨苕粉看似销路不愁，但内行人
都清楚，其品控能力堪忧。“彼时，石磨苕粉的退货率超过10%，产品
合格率仅70%。”王晓路坦言。

此外，人工打包粗放单一，大多使用麻布口袋包装，只能进入批
发市场销售，售价较低，利润微薄。

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规模化、数字化浪潮席卷，消费者对于食
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要进一步提升苕粉市场竞争力，仅靠传
统手工生产已难以为继，改变势在必行。

由此，武隆苕粉集团应运而生，担起武隆石磨苕粉传承壮大的新
使命。

祭出三板斧
劈开发展新路扭转被动格局

武隆苕粉集团成立后，很快砍出三板斧，扭转被动格局。
其一，加强科技创新，提升苕粉品质。
“‘16道古法、三沉三淀、现浪烫皮’是武隆石磨苕粉的安身立命

之本，无论科研如何升级，这个独家工艺绝对不能丢。”王晓路表示。
为此，武隆苕粉集团成功研发锉磨机，既保留红苕石磨工艺，又

大幅提升磨浆的效率，红苕利用率提升30%。同时，集团历时三年
自主研发“现浪烫皮”智能生产线，实现铺浆、蒸熟、水煮等程序智能
化操作，“一条生产线仅需3个人，年产量达到4000吨”。

此外，集团还引进智能烘干机，有效控制苕粉水分，将以前3—5
小时的晾晒时间缩短至20分钟，苕粉保质期大幅延长。

特别是，集团坚持苕粉零添加工艺。2017年，产品获得行业唯
一FDP（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成功出口美国市场。

其二，规范包装、开发新品，进军高端市场。
武隆苕粉集团在行业首创智能包装技术，不仅规格更全，还实现

了人与食品零接触，产品更干净卫生，既满足家庭消费，又兼顾餐饮
门店所需，还适用于商超散装销售。

与此同时，武隆苕粉集团还在行业首创灭菌保鲜技术，开发用于
火锅以及汤锅的鲜苕粉、用于烧烤的新鲜苕皮等新品，推出桶装酸辣
粉等品类，大受市场欢迎。

其三，扩大种植面积，加速提升产能。
王晓路透露，武隆苕粉集团为了确保红宝石红苕的原料供应，在

全区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产业联合体模式，红苕种植面积达
到16万亩，面积扩大了10%。同时，加快建设万吨淀粉科技厂（二
期），届时，年产能将达到1万吨。

“我们的目标是：加速将石磨苕粉作为中华美食分享到全球，努力
建设全国苕粉业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品牌最响的企业。”王晓路说。

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30%，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

“400岁”武隆苕粉继续“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6月23日，位于北碚区重庆环大学人
才创新创业服务港的生物基纳米与新型
化合物中试平台，重庆多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娴熟地操作反应釜。
经历反应、分离、提纯、干燥等蜕变后，小
分子材料连续生产顺利完成。

这个看似普通的生产场景，正是重庆
环大学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以下简称人
才港）激发科创裂变的生动实践。

在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力社
保局等牵头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
制改革的推动下，北碚区发挥本地高校集
聚、科研资源丰富的优势，一体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全力打造西部首
个、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环大学人才创新创
业服务港。

自去年初人才港启动建设以来，31个
高层次人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
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要素在这里汇聚。

科创集聚，校地合作培育孵化

“人才港从建港之初，就与传统孵化
器不同，而是定位聚焦孵化还处于技术原
理阶段的种子期人才项目。”北碚区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李华青
教授的实验室里，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已硕
果累累。虽有创业之心，但科学家与企业
家的身份鸿沟曾让他迟疑。

人才港立即跟进对其立项支持，优先
推荐入库转化熟化，促进创新成果加速从
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今年3月，北碚区与西南大学签署校
地全面深化合作协议，李华青团队作为人
才团队代表上台签约，孵化成立西大（重

庆）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有红外成像
与测温、发电机集电环健康监测设备和毫
米波雷达形变监测等多款产品。

紧接着，人才港全程“陪跑”，从市外
“挖”来职业经理人推荐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帮助打理公司事务。

现在，该公司已获批2项授权发明专
利，与国内多家水泥企业、大型能源企业
和科研院所签订10余个战略合作协议，
预计5年内可实现产值1亿元。

据介绍，人才港持续产出系列创新成
果，12个高层次人才项目享受人才或科技
项目专项政策支持，目前已集聚高水平人
才项目100余个。

陪跑赋能，市场服务加速转化

重庆伊士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西南大学药学院李学刚教授手握黄精茶、
黄精果脯以及黄连等产品，拥有自主核心
技术和广泛的市场前景，却在中试转换环
节卡了壳。

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得知李教授
团队的需求，人才港为其匹配技术经理庞
墉上门服务。这位“科技红娘”迅速行动：
对接区农业农村委，在北碚区三圣镇是平
村觅得一块闲置集体土地，协调当地以优
惠价格租赁并争取区农委专项资金支持。

短短两个月，协议落地。去年夏天，
中试车间破土动工。如今，李教授团队三
圣镇中药材（黄精）中试基地即将投用，第
一批试验用黄精正等待加工。

如何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
动科技成果加快落地应用？人才港引育
38名职业经理人、技术经理人、投资经理
人等陪跑队伍和20余家知识产权、金融
等专业机构。

不仅如此，针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
等平台运行封闭的短板，人才港联动西
南大学构建“全链条管理+智能化平台+
专业化队伍”三位一体仪器共享体系，推
动设备平台从线下封闭运行到线上共享
开放……

实施“陪跑行动”以来，人才港科技成
果转化数量不断突破、转化方式不断创
新，在全市高校中首次采用拍卖方式开展
专利成果交易，带动西南大学等单位完成
技术合同登记超40亿元，促成校企合作
项目126个。

资本加持，多渠道引入“金融活水”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吴頔
在植物抗病育种领域耕耘多年。去年8
月，吴頔带着学生创立共生密码（重庆）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入驻人才港，决心将生
物接种剂推向田间。

产品、技术和市场潜力都没问题，但初
创企业最缺的“粮草”——资金，成了难题。

人才港搭建的路演平台成为关键跳
板。在去年4月举行的“狮峰论坛”上，吴
頔带着“共森宝”生物接种剂产品登台。

经投资经理人熊曼娜牵线，来自北京
的投资人敏锐捕捉到价值，双方达成合作
意向。两个月后，对方果断投入200万元
作为种子轮阶段的投资。

据统计，人才港内中科光智等16个
初创型人才项目已获近亿元融资，人才
贷、经营性贷款累计帮扶创业青年102
人，发放贴息贷款3516万元。

像这样“陪跑赋能”的场景还有很
多，人才港运营团队先后已为科研院所、
专家人才、科技企业，提供“定制服务”50
余次，短短一年时间，孵化西大智能、共
生密码、伊士腾生物、多敏生物等高层次
人才企业31个，带动环西南大学创新创
业生态圈溢出科研成果2569项，新培育
科技型企业289家，累计1130家，有效期
内高新技术企业77家，初步构建起“技术
攻关＋陪跑赋能+成果转化＋人才支撑”
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展现出强大的集
聚效应与发展活力。

北碚打造环大学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

31个高层次人才企业扎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周尤

“当前在破除民企准入准营壁垒方
面，还存在市场准入隐性限制繁多等问
题。”

“对于信用修复政策，全市约37%的
民营企业主仅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流
程。”

……
6月27日下午，市政协议政厅内，一

场民营企业家委员座谈会开得如火如
荼。政协委员与市发展改革委、市委金融
办、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等多个职能
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坐一堂，大家谈问题不
遮不掩、提建议有的放矢、商举措务实客
观，共同助推破解发展痛点难点，为重庆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谈问题不遮不掩
隐性壁垒亟待打通

我市民营经济贡献超六成GDP、近半
税收及九成新增就业，是稳增长、保就业
和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

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重庆院电化
学储能技术中心主任刘双翼表示，市场准
入隐性限制繁多、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和管

理缺乏稳定性和一致性等问题，直接影响
到民企的健康发展。他建议进一步加快
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研究制定地方
性法规和政策，责成人大或政协成立专门
机构，负责准入准营的协商和监督，全面
实行“负面清单+动态审查”机制，定期清
理变相审批事项，建立预警制度，对设定
不合理准入条件的部门进行考核问责。

市政协常委，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刘一调研发现，当前民营中
小微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仍面临诸多困
境，融资占比不足20%。他呼吁拓展多元
化增信渠道，依托重庆打造西部国际金融
中心吸引各类金融资源，组建政策性担保
机构，为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供增信，提
升发行成功率。

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
源”。涪陵区政协委员、重庆广灿建材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舸谈到，调查显示我市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仅12%引入职业经理人。他
呼吁强化“政校企”联动，加强民营企业人
才培养。联合高校、专业机构为民企开发

“订单式”课程，建立多元化激励机制。

提建议有的放矢
出招“给力”直指要害

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有的放矢提出建
议，委员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出招“给
力”直指要害。

“信用修复是民营经济的‘信心基

石’。”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
所主任彭静多年来持续关注民营企业信
用修复相关问题。她建议，提高民企对信
用修复的重视度，引导民企培育以诚信为
核心的企业精神。加强信用修复提醒机
制建设，引导企业第一时间完成信用修
复，提升修复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开展信
用修复专题培训，建立“信用医生”团队提
供信用体检服务。

北碚区作为全市唯一的民营经济综
合改革示范试点区。市政协委员、北碚区
政协主席董伦建议，全面清理和修订与民
营经济促进法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加
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资金补贴、人才招
引、金融支撑等政策的连贯性、长期性和
可预期性，明确相关政策的实施周期和调
整周期，让企业能够安心长远发展。

针对民营企业家接班问题，市政协委
员、重庆潜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宬铭建议建立“两代交叉培养”机制，搭
建政企沟通协商、代际沟通交流平台，组
建专业智库等举措，系统推进民营企业平
稳过渡和代际传承，破解“接班断层”难
题，助力民营企业平稳过渡。

部门回应“实打实”
把“金点子”转化为“金果子”

委员们提出的“金点子”，如何转化为
“金果子”？参会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
予以了实打实的回应。

市委金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
调研、摸排企业债券融资需求，建设债券
项目储备库，对储备库内项目和企业实施
跟踪服务，选取重点主体，联合券商、交易
所等开展一对一专题辅导，常态化组织开
展“重庆企业走进交易所”等沉浸式培训
体验活动。

对于委员提出打造数智转型公共平
台的建议，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模
式，鼓励链主企业或第三方平台等主体牵
头，构建“1+1+N”产业大脑构架体系，打
造产业知识库、数字资源、功能组件共享
开放平台，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数据
驱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创新协同。

“人才”是本次座谈会的高频词。市
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委员们在完善
民营企业人才要素供给保障等方面，提出
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将认真研究吸
纳。未来将制定‘金牌职业经理人’队伍
建设实施方案，从职业经理人库中遴选一
批‘金牌职业经理人’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为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专业指导。”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市场准入
环境，构建“渝悦易企办”经营主体全生命
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企业开办、企业
信息变更、企业注销登记、企业迁移登记、

“个转企”等“一件事”改革，进一步实现从
“多件事”到“一件事”，从“反复跑”到“不
用跑”的转变。

政企面对面共解民企发展难题
——市政协委员与职能部门现场支招助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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