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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才新政”实施近两年
已落户人才28万余人

四川经济日报讯 2017 年 7 月 20 日，成都
市正式实施“人才新政 12条”。6月 20日，记者
从成都市公安局获悉，截至今年5月，全市累计
落户人才 28.26 万人，其中，青年人才 28.07 万
人，占 99.33%；技能人才 0.19万人，占 0.67%；全
市取得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数量已远超新
政实施前 13年的总量,现成都共有取得永久居
留身份证外国人226人次。

目前，成都市户籍政策允许迁入人才自
主选择落户地、就业地、居住地，满足就业、医
疗、子女就学等个性化需求，并将“廉租房”

“公租房”“人才公寓”纳入居民户口登记范
围，给人才来蓉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此，成都市公安局户政管理部门在完善“人
才落户”服务配套方面着力，创新推出“一窗
办结、一网办理、一站办好、仅跑一次”的精准
服务模式。

为简化外籍人才停居留手续，成都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还推出“出入境十五条新政”，
向外籍人才提供最大程度的入出境、停居留和
永久居留便利。出入境十五条新政突破以往政
策外国留学生就业需“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
历”的要求，为创业初期的外国留学生提供更长
的停留居留期限。 （伍力）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弘 文/图）6月20
日上午，在威远连界、川威集团钒钛钢铁基地，中国银行四
川省分行、中国民生银行、川威集团举行“支持民营经济及
债务重组落地”签约仪式，三方签署《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
司债务重组协议》，这对地方金融环境稳定，对川威转型升
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川威集团董事长王劲介绍，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川威集
团系统性的风险得到控制，金融信用逐步恢复。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葛春尧表示，协议的签署标
志着川威集团金融帮扶暨风险化解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川威集团是内江市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其荣枯盛衰
直接影响到全市的稳定和发展。2014年7月，川威集团爆发
债务危机，中国银行牵头成立了川威集团债委会，中国银
行、民生银行等债权银行积极响应帮助民营企业转型脱困
为重要目标，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助力企业脱困转型，激发
企业发展潜力。

五年来，川威集团在各级各部门支持下，在中国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的帮助帮扶下，坚持抓生产经营稳定及持续
优化、风险防范、转型升级三项中心工作，企业保持了稳步
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取得了脱困转型发展阶段性成效。

目前川威集团是西南地区建筑钢材生产规模最大、各
类建材产品配套最齐、在建筑集成领域唯一具备完整产业
链优势的综合性企业；2018 年钢铁生产规模排名全国 35
位，钒产品生产规模排名全国第2位、全球第4位，水泥生产
规模排名全省第 3位、全国第 28位，综合实力名列“中国企
业500强”第345位、“四川企业100强”第10位。

广安赴厦门招商签约26个项目
协议投资117.4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广安讯（黄辉 记者 余萍）6
月20日上午，广安在厦门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成功签约 26个项目，协议投
资117.4亿元，吸引了来自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的近200名客商参会。

广安拥有伟人故里、滨江之城、川东门户、
红色旅游胜地“四张名片”，是四川省红色旅游
龙头、第三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医药特色产业
基地和三大玄武岩纤维生产基地之一，正着力
构建“3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近年来，广安深
入贯彻落实四川省委“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
略部署，着力打造西部开放投资新高地。今年以
来，广安已成功举办了广安走进粤港澳、经济特
区青年企业家广安行等活动，共引进项目 247
个，协议资金达301.3亿元。

推介会上，广安精心推出了 62 个前景广
阔、回报丰厚的重点合作项目，总投资1675.2亿
元，涉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生物医
药、食品饮料、先进材料等领域。

广安市委书记李建勤说，厦门企业投资
广安正迎来重大政策机遇交汇叠加，“一带一
路”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
展、“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三个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以及四川省委、广安市委去年分别出
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0 条、25 条政策
措施，为广安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一定会
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一定会结出丰硕的
成果。

此外，19日广安还与厦门签订了友好城市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在促进产业合作共
赢、共同开展投资促进、深化文化旅游合作、开
展社会领域合作、推动人才交流互动、建立健全
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合作。

走进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以
下简称省食研院），在办公楼一楼的右侧墙壁
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牌子”，令每一个进来的人
不由自主驻足。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
发酵蔬菜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国家固态酿

造工程技术中心分中心”“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西南技术服务（培训）中心”“中国
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西南站”“酿酒生物技
术及应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省食品发酵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10多个研究开发、学术咨询、技术培训

认证机构和平台建在省食研院。“这些‘牌子’是
我们省食研院的‘勋章’，是对我们院工作的肯
定。”省食研院副院长刘念指着这些牌子自豪地
说。

省食研院，一个成立于 1942 年，集科研开
发、工程设计、示范生产等为一体，服务于食品
和发酵产业的综合性研究设计院。走过了 70多
年风雨之路，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是中国
食品与生物发酵行业科研院所的“国家队”之
一，是“中国食品工业 20大科研与教育机构”之
一。

省食研院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省食研院
院长陈功毫不犹豫地说出四个字——科研强
院。

重技术：
科研“达人”不断释放创新动能

今年3月，一则好消息从广西南宁传来——
由省食研院联合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
究院、四川李记酱菜调味品有限公司、四川省吉
香居食品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等共同承担的“微生物多态发酵解析及调控泡
菜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应用”荣获 2018年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一个“小小的”泡菜技术，如何能摘得一等
奖，其中的奥妙又在哪里？陈功笑着说：“技术创
新的一小步，可能是产业发展的一大步。”陈功
介绍，该项目主要解决中国传统发酵蔬菜制品
手工作坊式生产难以标准化、产品质量不稳定、

缺少现代化装备等核心瓶颈问题，有力推动了
我国传统发酵蔬菜产业集群式发展。项目申请
专利 91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 34 项、国际专利 1
项，制修订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5 项，发表论文
121篇，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成果应用
于60余家企业，建成生产线55条，年产量100万
吨以上，技术转化催生了“小泡菜大产业”，近 3
年直接新增经济效益 65.8 亿元，利润 5.2 亿元，
带动基地效益100亿元以上。

“‘科研强院’不只是我院口号，更是我院70
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发展路径，我们是在实
实在在做技术、做创新。”陈功告诉记者，省食研
院历年来取得科研成果300余项、获得各级科技
成果奖 100 余项，申请授权专利近 100 件，其中

“黑曲糖化酶活力的提高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直投式功能菌发酵泡
菜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应用”“基于泡菜优势
微生物及其生物反应器连续自控技术示范”“猕
猴桃产业提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等获四川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我院在研项目 100多项，并成立了多
个科研团队和创新小组。”刘念介绍，全院现有
科技专业技术人员近200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
称的研究人员占 60%以上，国省级入库专家 40
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技术带头人、
突出贡献专家、青年科技专家、万人计划专家10
余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了构建‘5+1’
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食品饮料‘万亿产业’，省食
研院下一步将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
大力度，做出更多贡献。”刘念说。 （下转3版）

省食研院：科研强院 优质服务助企业“做大做强”

债务重组落地 川威集团风险化解取得实质进展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样品检测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唐千惠）6月 20日，
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主办的“四川电力（现货）市场模拟试运行启
动仪式”在蓉举行。四川作为我国首批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试点省份之一，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初
期主要面向四川省统调电厂、在四川电力交易
中心注册的售电公司和市场化用户。

记者了解到，四川电力现货市场是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和电力市场发展的重要
板块，四川电力现货市场模拟试运行的启动，标
志着我省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优化资源配置
解决中长期市场供需不平衡问题

电力市场建设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
极作用，通过市场手段发现电价。而建立电力市
场首先要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其中关键一步

就是建立电力现货市场。
什么是电力现货市场？现货市场有何优势？
据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小组相关

负责人介绍，现货市场的概念是相对中长期
而来的，主要开展日前、日内、实时电能量交
易和备用、调频等辅助服务交易。四川电力现
货市场包括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以 15 分钟
为结算周期，发电侧、用户侧统一采用系统边
际电价。简言之，每隔 15 分钟，电价会根据供
需关系发生变化，全天 24 小时产生 96 个电
价。这使电力市场的组织能够尽量贴近实时，
紧密跟踪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与可能出现的
变化。

因此，建设四川电力现货市场，能够更实时
地反映电力商品价值和供求关系，解决中长期
市场存在的供需关系不平衡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四川中长期电力市场
已全面实现规范化运行。2018年完成市场化交
易电量 712.0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8.95%，预计 2019年四川市场化交易电量将超

过 800亿千瓦时。建设四川电力现货市场，是对
四川省电力市场体系的重要补充，对引导四川
省电力投资与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电网电
源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四川特征
创新现货市场功能促进水电消纳

四川是水电大省，发电能力受来水影响较
大，供需形势呈现复杂的局面。丰水期供大于求
被迫弃水，枯水期受电煤制约整体供应偏紧。水
电外送方面，夏季极端天气下高峰时段备用不
足，低谷时段大量富余。

作为全国首批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省份
之一，四川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在市场方案设
计、市场规则编制等方面，充分考虑了四川水电
装机占比高、峰枯发电特性差异大、网架输电安
全约束多等因素。电力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创新开发了针对梯级水力-电力耦合约束进行
联合优化出清的功能，将进一步促进清洁能源

的开发和消纳，为破解水电参与现货市场运营
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小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将分三个
阶段逐步实施。第一阶段计划在 2019年至 2023
年，建成发电厂单边竞价现货市场；第二阶段，
计划在 2024年至 2028年，建成发电侧和用户侧
均报量报价的双边市场；第三阶段为远期目标，
通过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建设电力衍生的金
融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四川电力现货交易市
场处于模拟试运行阶段，各功能都将根据四川
省情进行调整。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虽然一般来
说试运行不会超过半年，但是四川的电力现货
市场涉及到弃水期与非弃水期的周期问题，试
运行有可能会比其他省长。另外，模拟试运行结
束后，我省还将进行结算试运行，通过更接近实
战的运行，最终实现建立交易品种齐全、功能完
善的电力现货市场，形成竞争充分、开放有序、
健康发展的市场体系。

广元今年天然气日产能
有望新增420万立方米

四川经济日报讯 6月 20日，位于广元市苍
溪县的九龙山气田天然气净化厂开始试运行，
这标志着九龙山气田下一步将进入大规模开采
阶段。

九龙山地区油气勘探始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先后“四上九龙
山”，经历了从陆相发现到海相突破的近半个世
纪探索历程。近年来，在龙004-X1井、龙探1井
及龙 016-H1 井测试获百万级工业气流，证实
了九龙山气田具有立体勘探开发优势和大型气
田的规模。

九龙山气田天然气净化厂项目部经理周德
志介绍，九龙山气田开采的天然气含硫，需要进
行脱硫处理，因此净化厂的建设非常重要。九龙
山天然气净化厂占地 50亩，日处理天然气 120
万立方米。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经理熊建嘉
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加大四川盆地西北部海相
天然气藏勘探开发力度，仅广元地区，今年就有
两座百万级净化厂同时开建。除苍溪县九龙山
净化厂外，剑阁县双鱼石净化厂也正在建设，日
处理天然气300万立方米，将于今年年底投运。
两座百万级净化厂年底建成后，有望形成 420
万立方米日产能，相当于广元市冬季日用气量
的 4倍。这不仅将极大缓解川北地区天然气冬
供紧张局面，开采的天然气还将进入大管网，参
与全省及全国冬季天然气保供。

近年来，西南油气田公司在双鱼石区块累
计布井31口，在双探1井、双探3井、双鱼001-1
井等重点井累计测试日产能 388万立方米，目
前探明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有望成为又一
重要产能接替领域。 （李欣忆）

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启动模拟试运行

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