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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瑜）7 月
27—28日，川渝司法行政系统促进
法治暨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在达州市
召开。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川渝接
边地区打造组织联建、矛盾联查、纠
纷联调、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人民
调解“川渝升级版”。

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川渝接
边地区人民调解工作全方位、多层
次衔接联动，不断夯实川渝边界调
解工作基层基础，健全完善矛盾纠
纷联防联调机制，围绕当地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化解边界矛
盾纠纷，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提
供贴心的调解服务。

与此同时，抓好特殊人群管控，
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政治引领、
党建先行，资源整合、协调联动，创
新发展、统筹推进的原则，加强川渝
安置帮教工作协调配合，建立长期

稳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谋发
展的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业务交流合
作关系，搭建线上线下协作共建机
制，实现资源共享、业务互学、信息
互通、执法互助的目标，不断提高川
渝地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水
平，筑牢安全底线，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其次要抓好
远程视频会见，促进监地衔接。川
渝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会见人
资格审查，强化会见现场管理和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做好远程会见相
关工作，最大限度地节约服刑戒毒
人员亲属会见成本，调动帮教积极
性、增强帮教便利性，实现监地有效
衔接。

会上，重庆市司法局与四川省
司法厅联合签署了《川渝边界地区
人民调解联防联调工作方案》《川渝
地区安置帮教工作合作共建实施方
案》《川渝社区矫正合作实施方案》。

川渝接边地区多层次联动
健全完善矛盾纠纷联防联调机制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近
日，中组部、团中央第20批赴川渝
博士服务团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签约仪式在遂宁举行。川渝
博士服务团双方签署了《中组部、团
中央赴川渝博士服务团交流合作备
忘录》《中博四川智库、中博重庆智
库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两地博士服务
团及智库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本
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共同发展”原则，在课题研究、人才
共育、项目引进等方面加强合作，共
同为川渝发展建言献策，务实推动
相关政策和项目落地，积极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和智力支撑。

经川渝博士服务团牵线搭桥，
四川省区块链行业协会、重庆市区

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盟成功签约，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川渝地区区块
链行业、企事业单位和人才之间合
作交流，加速区块链技术融合发
展。

川渝博士服务团还实地考察了
重庆汇达柠檬集团、巨科环保产业
园、潼南航电枢纽，天齐锂业及“中
国锂电之都”核心区建设情况，英创
力电子信息产业及遂宁高新区金桥
园区产城融合发展情况，并召开助
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
遂潼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
会。交流会上，22名博士结合自身
专业和任职岗位，围绕产业规划、园
区建设、人才协同发展等问题，提出
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产业发展优势互补等20余
条合理化建议。

川渝博士服务团携手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本报记者 白麟

“冷热酸甜，想吃就吃”，这句广告词
几乎家喻户晓。它来自一款地地道道

“重庆造”牙膏——冷酸灵。
冷酸灵牙膏曾被誉为重庆轻工业

“五朵金花”之一。这些年，在牙膏领域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冷酸灵不仅没有败
下阵来，还一直稳坐中国抗牙齿敏感市
场头把交椅，占据了60%市场份额。

这背后，有一个已持续十年的川渝
两地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战略合作故事。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你情我愿，双方一拍即合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登康公司）是中国最早的四
大牙膏厂之一，其冷酸灵品牌系列产品
自1986年投放市场以来，销量一直很
好，登康公司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上世纪末，宝洁、联合利华、高露洁
等外企相继进入中国牙膏市场。特别是
2008年葛兰素史克进入，凭借其抗敏感
领域的技术实力和专业的市场营销，严
重威胁到登康公司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
位，冷酸灵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登康要活下来，就必须创新求变，
搞新技术研发！”登康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邓嵘回忆，当时公司研发部把市面
上所有竞争对手的牙膏都买回来挨个研
究，事关未来产品技术路线的研讨会一
开就是好几天，会场内每天争论不断。

最终，大家把技术锁定在生物活性
陶瓷上。以这种材料作为牙膏活性成
分，刷牙时可释放出钙、磷等离子并迅速
与牙齿受损部位有机结合，形成类牙本
质矿物保护层，如同为牙齿穿上铠甲，其
效果远超一般抗敏感牙膏。

随后，合作伙伴锁定：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学院（以下简称华西口腔）。

为何选择它？
首先，华西口腔是中国现代口腔医

学发源地，科研技术实力强大；其次，川
渝一家亲，地邻而业近。更重要的是，登
康公司了解到，当时华西口腔在生物活

性陶瓷的口腔应用方面，已经作了30多
年的技术储备，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
沿。同时，华西口腔也正想推动这一新
材料产业化。

于是，登康公司带着十二分诚意，马
不停蹄赶往成都。

其实在此之前，双方已有过合作。
当时，冷酸灵研发了一款去渍亮白牙膏，
专门委托华西口腔进行祛除外源性色斑
的临床验证。通过那次合作，华西口腔
也获得了一系列医学科研成果，并对登
康公司的创新精神和技术实力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

双方一拍即合。
2011年，华西口腔与登康公司正式

签订合作协议，由此开启了一场至今已
持续十年的战略合作。

执着钻研，相互激励对方

牵手相对简单，携手长跑却充满困
难和挑战。要完成生物活性陶瓷从实验
室到量产的转化，并在材料性能上保持
一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在研发过程中，有一种配方材
料要保证在量产中达到95%以上的收
率。做一次量产试验要好几天，双方团
队一连做了好多次，始终达不到要求。

为攻克这一难题，登康公司研发团队花
了近三个月时间进行专项攻关。天天连轴
转的实验虽然枯燥，但最终还是把这块硬

骨头啃下来了——收率提升到了97.5%。
登康公司研发团队能吃苦、能打硬仗

的奋斗精神，令华西口腔方面备受鼓舞，纷
纷竖起大拇指：工匠精神就应该是这个样！

而华西口腔团队在研发过程中的用
心和专注，也令登康公司研发团队十分
感动。

登康公司研发部主管董海德回忆，
那是2015年夏天，公司与华西口腔联合
研发团队在登康广东生产基地进行材料
量产试验。其中一种配方材料需要高温
炉煅烧，炉内温度超过1300℃，炉外也
有60℃以上。顶着火炉的炙烤，华西口
腔团队60多岁的专家廖运茂教授和队
员们一直坚守在现场，每天挥汗如雨。
烧好的材料出炉时都是板结的，廖运茂
不顾旁人劝阻，亲自带头向前冲，把滚烫
的材料一块块取出破碎。

做完材料，廖运茂还要回实验室指
导研发人员把材料放到产品中验证功
效，一直忙到深更半夜。大半年的时间
里，他天天如此。好几次他都因太疲倦，
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在董海德看来，正是这种执着、钻研
的劲头，推动新产品研发最终取得成功。

开花结果，走向更大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应用生
物活性陶瓷这一抗敏感修复创新技术的
产品终于成功上市。该产品不仅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其技术也在业内被公认为
全球领先。产品进入市场后，立即受到
消费者好评。

在优秀新产品的支撑下，登康公司
顶住了来自葛兰素史克、宝洁、联合利
华、高露洁等国际巨头的竞争压力。这
个曾被誉为重庆轻工业“五朵金花”之一
的企业，再次站稳了中国抗牙齿敏感市
场领头羊的位置。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如今的登康公司和华西口腔，已进

入到抗敏感牙膏技术升级和新品滚动研
发的良性循环中。双方的合作，从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延伸到基础研究、新产
品开发、专业人才培养、临床试验等多个
方面。

邓嵘介绍，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双方
已建立人才指导培训常态化机制，定期
开展技术合作交流。每年双方面对面深
度交流就有120多人次，电话和线上交
流更是不计其数。

今年8月，登康公司和华西口腔还
将与中国牙防基金会、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一起，
发布儿童口腔健康蓝皮书——《中国儿
童口腔健康状况及对策》。

双方的目标是，在未来携手同行的
路上，进一步提升在口腔健康领域的专
业性和权威性，形成立足西南、面向全国
的口腔健康生态圈。

冷酸灵为啥能稳坐中国抗牙齿敏感市场头把交椅——

一个持续十年的川渝合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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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做加法产业做加法 费用做减法费用做减法 要素做乘法要素做乘法

农行秀山扶贫背后的农行秀山扶贫背后的““加减乘法加减乘法””
“2019年秀山全县贫困发生率

降至0.32%，8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
列！”

说起秀山脱贫工作取得的成果，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派驻秀山县扶贫办
挂职干部赵云鹏兴奋不已。

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中唯一一家金融机构，农业银行自
2015年起对秀山县进行定点帮扶，帮
助秀山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一份又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

2017年，秀山通过国家扶贫验
收，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9年，秀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3亿元，增长8.0%，总量跃居渝东
南片区第一位。

预计到2020年底，秀山全域剩余
未脱贫的336户1374人将全部实现
脱贫摘帽。

秀山地处重庆市东南边陲，绵延
不绝的武陵山脉使连接外界的交通颇
为不便，耕地稀少，产业单一，贫困发
生率常年居高不下。然而，正是在这
样严峻的形势下，农业银行定点扶贫
取得一系列突出成绩，体现了善做“加
减乘法”的“农行智慧”。

加法
扶持特色产业
开展“造血式”扶贫

“脱贫的关键，是培育适合当地的
产业。”赵云鹏表示，农业银行的定点
帮扶思路，是通过“造血式”扶贫，为经
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从而在当地实
现源源不断的财富增加。

在秀山洪安镇平马居委会，农业
银行总行派驻于此的“第一书记”彭胜
鑫舍弃了北京优渥的生活，在2018年
来到平马做这道“加法”。

“平马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

茶叶和银杏！”经过考察得出结论后，
彭胜鑫毅然将农业银行2018年度和
2019年度的项目帮扶资金合计200
万元全部用于发展茶叶产业，并与秀
山支行合作，推出“茶叶贷”解决融资
问题。通过雇佣零工经营茶园，
2019年带动5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约
1900元。

同时，彭胜鑫积极挖掘农业银行
客户资源，与耳机代工厂重庆夏朗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启动扶贫车间项目。
成立不到一年，车间第一批务工村民
已有28人，其中建档贫困户6人，平
均薪资达2500元/月。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安洪正是产业
发展的受益者之一。

王安洪原本在泉州打工，妻子邓
兰珍在家务农。2018年初，43岁的
他在工地上意外砸伤小腿，住院和治
疗花去了绝大部分的积蓄。王安洪家
里还有年近九旬的母亲和在校读书的
3个小孩，家庭负担极重。

在彭胜鑫的建议下，王安洪将田
地流转给居委会合作社，每年流转费
用500元，居委会聘请邓兰珍在茶叶
基地承担种植、管护、施肥等工作，每
月收入1500元。同时，彭胜鑫与重庆
市分行联系，与王安洪签订生猪养殖
帮扶协议。

“今年卖猪已经收入了1万元。”
邓兰珍表示，如今一家人摆脱了贫困，
日子越过越好。

平马的财富故事，正在秀山诸多
产业中上演。

物流产业方面，农业银行累计投
入9.48亿元，支持秀山（武陵）现代物
流园区建设，助力物流园区跻身全国
优秀物流园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
区。目前，园区已累计入驻企业（商
户）3200余家，货物到发量790万吨，
市场交易额275亿元。

电商产业方面，农业银行通过益
农融商、掌银扶贫商城等自主平台，累

计助销农特产品980万单3.68亿元；
同时认证163个特色农产品基地，带
动7908户贫困户参与电商产业发展。

旅游产业方面，农业银行投放贷
款7.5亿元，支持洪安景区提档升级，
创造工作岗位约2000个，带动200余
户农民增收；发放6900万元贷款支持
川河盖景区建设，带动3055名贫困群
众就业。

减法
大病兜底、资助学生
防止因病因学致贫

“致贫和返贫主要是两大原因，一
是支出骤增，二是收入骤减。”赵云鹏
介绍，支出骤增有三大原因：因病、因
学、因灾。于是，一只“防贫基金”应运
而生。

2019年，农业银行向秀山县无偿

捐赠2000万元扶贫资金。双方决定，
从中拿出48.4万元注入防贫基金，先
就建卡贫困户开展大病救助试点。

家住龙池镇建国村的杨碧庆是最
早一批获得救助的贫困户。

2017年，杨碧庆被确诊为尿毒
症，一年的透析治疗就已经掏光了他
的家底，但透析还需要长期持续。

“每星期透析3次，每次费用在
800元—1300元之间，一年就要花16
万元。”杨碧庆说，在享受完各类政策
兜底后，他每年还需要承担24000元
治疗费。对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而
言，这依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可是去年杨碧庆做透析自己仅承
担了3000元。

“对未脱贫户，每年超过3000元
的部分全部由防贫基金兜底。”赵云鹏
介绍，“防贫基金”面向4类人员：未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监测户、其
他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

今年5月，农业银行捐赠的200

万元再次被注入县医保部门专户。7
月5日，当地兑现了今年首批救助金
93万元，杨碧庆也第二次享受到了该
政策，两次共获得救助27400元。

扶贫要扶智。上学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根本之策，但是上学不仅增
加家庭开支，还让学生无法参与劳
动。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做“减
法”，才能免去家庭“因学致贫”的后顾
之忧。

为此，重庆市分行发动245名党
员干部认领秀山全部贫困学生293
人，并持续开展“金穗圆梦”助学活动，
定向支持贫困学生265人，金额152
万元。农业银行还向隘口镇和平马居
委会的学校捐赠了平板电脑、智能黑
板等教学设备，帮助减少设备开支，让
学校得以有更多经费加强师资力量。

乘法
东西部协作
要素聚集成倍提升效率

资金、技术、人才、渠道……当各
种生产要素加速流向同一个地区，产
生聚集效应，便可成倍提升效率，放大
各要素价值。

事实上，中国农业银行开展的东
西部协作扶贫，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

2019年2月，农业银行广东省分
行与重庆市分行围绕招商引资、无偿
帮扶资金、人才交流学习、消费扶贫、
金融产品创新5个方面，在秀山开展
扶贫协作。

在隘口镇平所电商综合公共服务
中心，一群年轻人正在上课。他们操
作电脑，尝试对图片进行编辑。这是
公共服务中心电子商务培训系列课程
的内容之一，运营机构聘请专业导师
团队，开展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

“这就是广东省分行的帮扶项目

之一。”赵云鹏说，学员学成后可从事
电商产品销售，不仅实现充分就业，还
能形成示范效应，鼓励电商发展，吸引
更多人回乡创业，“由此产生的经济效
益远远大于发救济金或者直接购买当
地农产品。”

不只是培训当地人。2019年，广
东省分行先后组织100多名干部到华
南农业大学参加学习培训，加强业务
创新交流，提升扶贫干部的工作能力。

前不久，在梅江镇兴隆坳村，广东
省分行副行长黄腾江一行人来到这里
考察，希望在兴隆坳打造基于田园综
合体的4A级景区。

一同前来的还有中兴绿丰发展有
限公司。这家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不
仅无偿捐赠200万元，支持兴隆坳以
4A级景区标准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还
联合广东农科院专家为项目出谋划
策。据了解，总投资750万元的游客
中心将在8月中旬启动建设，预计今
年底之前完工。

“广东省分行的帮助，更多是在人
才交流和产业层面的合作。”秀山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东部地区的人才、
资金、技术向秀山流动、聚集，很多事
情开展起来更有效率了。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接下来怎么做？

“我们将一如既往发挥国有大行
的责任和担当，一要巩固扶贫成果，全
力确保秀山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
标任务；二要做好有效衔接，为支持秀
山全面脱贫后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
量。”日前，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主持
全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王全刚在秀山
实地调研定点扶贫工作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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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广东省分行成功向秀山引进帮扶资金4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