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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当 源 自 责 任 关 注 产 生 力 量

■记者 梁雪玲

本报讯 去年以来，面对严峻复
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市积极应
对,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多措并举
强服务，凝心聚力助企业，推动了
全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2021年，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548.24 亿元，同比增长 4.6%；累计
完成工业投资 168.9 亿元，同比增
长 15.4%，其中完成技改投资 60.69
亿元，同比增长50.7%。

“服务官”助力企业发展

我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积极开展“我为企
业解困忧”，并在去年6月12日至7
月12日组织开展全市“重点骨干企
业服务官集中服务企业活动月”活
动，从全市遴选91家重点骨干企业
为服务对象，由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及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担任重
点骨干企业服务官,开展挂钩服务活
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企业所在
地的区 （县级市）、经济功能区扎
实开展本级领导干部挂钩服务企业
活动，加强协调推动本辖区服务企
业工作；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相应对
点直连企业，收集跟踪企业问题，
以钉钉子精神服务企业发展。

全市各级牢牢把握为企业办实
事这个基本着力点，纷纷走进企业
调研，访企情、听企声，面对面帮
扶，做到发现一个问题，及时解决
一个问题，全市掀起了“我为企业

解困忧”的比学赶超热潮。去年全
年调研企业 91 家，收集问题 75
个，按服务官处理意见解决落实问
题 30 个，其余 45 个问题全部转职
能部门办理并由市委办、市府办督
查室跟踪督办、限期完成，加快推
动了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小升规”发展添后劲

我市将推进企业“小升规”作
为做强经济实体的重要举措，全力
推动小微企业上规模。将50家升规
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地，建立茂
名市2021年工业企业“小升规”重
点企业培育库，召开全市小升规工
作专题会议，积极开展潜力企业摸
查，利用企业大数据库，组织对工
业用电量前 600 名企业进行筛查，
对符合升规条件和具备升潜力的企
业加强服务，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及
时申报升规，应升尽升。与此同
时，做好“小升规”省级奖补资金
工作，对84家企业的小升规奖补资
金共1680万元。

2021年，全市新升规工业企业
56家,恢复入库3家，超额完成省下
达我市40家升规目标任务，完成率
147.5％。

加大融资服务推动企业发展

我市进一步完善中小微企业贷
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积极推动中
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运作，
为 4 家中小微企业提供风险补偿贷
款 1400 万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8万元。

我市还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切
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首先
是积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2021年
担保公司共为中小微企业进行37笔
贷款担保，新增融资担保额 11322
万元，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169.83
万元；其次是积极为融资担保公司
申请降费补助，推动企业主动降低
小微企业担保费率。对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且担保费率不超过1.5%的业务
进行补贴。2021年为融资担保公司
申请降费补助165万。

帮扶高成长企业快速发展

鼓励支持我市企业积极申报省
年度重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茂名
石化公司、广东电白建设集团两家
企业已入选2020－2021年度省重点
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目录；组织新华
粤和广东众和两家企业申报国家工
信部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大力
做好中小“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
作。2021年，培育广东鹰金钱海宝
食品有限公司、广东立威化工有限
公司、广东南油石化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被认定为2021年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推荐化州市华逸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茂名鸿业水产
有限公司、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3
家企业申报第三批“小巨人”企业。

除此之外，我市精准施策，全
力降低“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融
资成本，2021 年支持 16 家“专精
特新”企业贷款贴息 339 万元，有
力地支持了企业壮大发展。

我市工业经济
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2021年，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548.24亿元，
增长4.6%，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68.9亿元，同比增长15.4%

■通讯员 茂府信 记者 赵艺

本报讯3月8日上午，市长庄
悦群主持召开十三届市政府第 6
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全会和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研究
做好我市农业农村、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等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
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用好用活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落
实“1+4”政策文件，推广“一四五”
工作机制，科学谋划、扎实推进

“三农”工作。要抓紧研究制定中

央一号文件具体实施方案，全面
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
同联动和人才队伍建设，形成推
动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
行撂荒耕地整治“一张图”，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完成
国家和省下达的粮食种植面积
和产量任务。要千方百计发展
乡村产业，抓好“6+13”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加大市场主体培育
力度，着力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
业，围绕“五棵树”“一条鱼”开展
产业链招商，培育乡村振兴“微
动力源”，做大做强富民兴村产
业。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工作
机制，实施好农房风貌管控、生
活污水治理等行动，加快推进

“百墟千村计划”，持续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村过关”行
动。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通过民主法治议事、一事一议
等基层治理方式，增强村民主人
翁意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

会议听取了我市2021年全省
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情况汇报。会
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国家
和省的部署要求，对照企业和群
众期盼，对标先进地区，坚持问
题导向，拿出过硬措施补短板、
强弱项，提标准、锻长项，以更实
举措做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各
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好
优化营商环境“持久战”，推动茂
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助力
茂名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庄悦群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科学谋划
扎实推进“三农”工作

■记者 赵艺 通讯员 茂府信

本报讯 3 月 9 日上午，市长
庄悦群到高凉南路、官山六路、
大园六路、高凉北路规划建设
现场，就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和市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要求，加快打通城区“断
头路”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加
大攻坚力度，聚力打通“断头
路”，加快畅通茂名大道周边若
干“毛细血管”，为茂名大道这
条城市的“大动脉”快速化改造
创造条件。

庄悦群强调，良好的交通环
境和完善的路网系统既是城市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衡

量 老 百 姓 幸 福 指 数 的 重 要 标
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
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
思维，加大攻坚力度，聚力打通

“断头路”，持续优化路网结构，
改善出行环境，不断提升市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提高思
想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把“断头路”的打
通作为建设畅达城市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紧盯群众反映强烈、
影响出行的突出道路节点，创新
举措，集中攻坚，全力打通“断头
路”，畅通交通“梗阻”，让城市路
网更通达、市民出行更舒心。要
坚持系统思维，把“断头路”打通
与沿线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有机

更新、产业转型升级、土地收储
开发、城市景观建设等工作一体
谋划、同步推进。要坚持规划引
领，立足茂名实际，在倾听民意、
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完善道路规划，加快
构建安全便捷、畅通高效、功能
完善的城市路网。要将“断头
路”的打通与城市环境容貌整治
提升相结合，持续加大周边环境
整治力度，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不断提升城市形象，推动城
市品质整体提升。要坚持挂图
作战，按照时间节点科学倒排工
期，有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如
期完成目标任务。

市领导高雪山、梁荣杰参加
调研。

庄悦群调研城市道路建设工作

聚力打通“断头路”
满足群众便捷出行需求

■记者 曾金妍

本报讯 昨日，市十三届人大
常 委 会 召 开 第 三 次 会 议 ，会 议
议 程 是 审 议 人 事 任 免 事 项 。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副 书 记 、副 主
任 黄 玉 华 ，副 主 任 黄 宝 强 、黄 奕

奕、陈凡晓、杨雄、吴海强，秘书
长 梁 田 欢 及 委 员 共 42 人 出 席 。
市 监 察 委 员 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有 关 负 责 同
志 ，驻 机 关 纪 检 监 察 组 组 长 列
席会议。

市人民政府市长庄悦群在会

上作人事任命议案提请，市委副
书记、组织部部长王创作有关情
况说明。

会议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市政
府工作部门负责同志。

黄玉华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
命书，并主持宪法宣誓仪式。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

“总书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两会代表委员带来各地人民对总书记的心意

新华社记者

早春时节，近 5000 名代表委员
汇集首都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盛
会。来自天南海北、身处各行各业，
他们带来人民群众最真诚的嘱托和
期盼。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亿万人民战贫、抗疫、反腐、铸魂
……气吞山河的史诗画卷中，记录
下一处处乡村的旧貌新颜，一个个
群体的命运转折，一片片土地的沧
桑巨变。

明媚的春光中，代表委员们捎
来了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心意——

“总书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总书记给我们当家当得好，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石拔三大姐现在就像重生的
梨树，真好看。”全国政协委员、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石红端详着参会期间收到
的一张照片，高兴地说。

照片上，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
石拔三站在自家堂屋中间，抬头笑
着，落落大方地招呼游客。

梨子寨得名于一株枝繁叶茂、
有着 200多年树龄的梨树。现在村
里最出名的是“大姐”石拔三。

2013 年 11 月 3 日，十八洞村梨
子寨村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围坐
在身边的父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
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

石拔三家是总书记在村里走访
的第一家。

“怎么称呼您？”
问的人正是石拔三。她没出过

深山，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电视，认
不出总书记。

总书记亲切地回答：“我是人民
的勤务员。”

得知石拔三 64 岁了，总书记
说：“你是大姐。”

从那天起，石拔三牢牢记住了
这个“勤务员”。

十八洞村是石红的精准扶贫联
系点之一，因此她常去。2016年，她
第一次见到石拔三。此后，她们每
年都见面。

石拔三也叫石拔哑，“拔三”意
为家里排行第三的女儿。在石拔
三人生的前 60多年，她像一个沉默
的影子，很少说话，也不爱抬头。
年纪大了，她弯了腰，走在人群里
都看不见。

总书记的到来，唤醒了这个沉
睡在贫困中的小山村，也让石拔三
的命运天翻地覆。

如今的十八洞村青石铺路、木
屋错落，游客纷至沓来，再不见一丝

“山高沟深路难走，有女莫嫁梨子
寨”的模样。石拔三家的厨房修好
了，添了电饭煲、电冰箱，还买了一
台大彩电。

每当电视上出现总书记的画
面，她总要停下手中的活儿，走到电
视机跟前，仔细端详，听他讲话。她
最爱看的节目是新闻联播，因为“里
面常有总书记”。

石红来北京前，在十八洞村的
小年“村晚”见到石拔三，那时就觉
得她的“精气神不一样”。

那天，石拔三穿着新衣，专注地
看着舞台。五彩流光映在她的眼睛
里、皮肤上，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那样
耀眼，那样明亮。“谁想到照片里，一
个多月不见，拔哑大姐又进步了。”

“总书记的那声大姐，就像一个
开关，让她神奇地从内而外地变了
……”石红抚摸着照片，眼眶湿润，

“是那声问好，给了她从未得到过的
尊重和鼓励。”

石拔三家堂屋墙上挂着总书记
和她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的照片。来
北京前，石红曾问她：“你说再见到
总书记，你要说啥？”

石拔三说：“就想跟他说，现在
我有钱花，吃的也不愁了。总书记
给我们当家当得好，我们的日子越
过越好了，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从河北阜平骆驼湾村，到江西
井冈山神山村、青海格尔木长江源
村……10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
过的几十个贫困村，哪一个不是换
了模样？像石拔三这样近 1亿贫困
人口，谁不曾被总书记深情的话所
鼓舞，从此绽放新的容颜？

四川大凉山“悬崖村”村民的出
行难，曾让总书记“揪心”不已。

告别了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段“藤梯”，用上了6000余根钢管
构成的“钢梯”——新旧天梯的对比
照片，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

厅长益西达瓦带到今年两会上，欣
喜地展示给总书记看。

“乡亲们都下来了吧？孩子上
学、老人看病，都下山住了吧？”总书
记关切询问。

益西达瓦高声答道，搬了一部
分，留了一部分。村里发展起了旅
游，日子越来越好。

“悬崖村”的巨变，让同处大
凉山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昭
觉县庆恒村女村支书吉克石乌感
同身受。

今年来京前，彝绣合作社的姐
妹们打来电话。她们七嘴八舌地问
吉克石乌：“有机会见到总书记？一
定把彝乡变化说给总书记听，请总
书记一定放心！”

是啊！何止“悬崖村”、庆恒村
……整个昭觉、大凉山都在蝶变：产
业兴了，日子火了，村村建起了幼教
点，女娃们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不
少村里开起彝绣合作社，姐妹们飞
针走线，努力绣出新天地。

今年两会期间，吉克石乌穿着
美丽的百褶裙、披着白色的“查尔瓦
（彝族披风）”走进人民大会堂的身
影传回家乡时，彝绣合作社的姐妹
又打来电话：

“看到总书记到处奔波，我们想
给他披上一件我们亲手做的‘查尔
瓦’，说一句‘卡沙沙（谢谢）’！”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吕梁山
区、大别山区……数年间，总书记的
足迹遍布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也留下久长的念想和深情。
地处滇藏交界处的云南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江乡，曾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
贫穷的地区。这里生活的独龙族
人，是“一步跨千年”的直过民族。

2014 年元旦前夕，贡山县干部
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了多
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
即将贯通的喜讯。

收到来信后，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批示：“十分高兴”“独龙族群
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直
惦念着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年后，2015年1月20日，正在
云南昆明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特地抽出时间，把当初写信的干部
群众接到昆明来见面。

一见面，总书记就亲切地说：
“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有书信往来。”

想起这一幕，时任贡山县长的
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州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席马正山就分外感动：“独
龙族是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但总书
记告诉我们，全面小康一个民族也
不能少！”

今年两会，独龙江乡的村民们
通过5G信号，在智能手机上就能随
时随地看到总书记，了解两会上的
国家大事。

当地决定给独龙江乡架设通信
基站的时候，曾有一些不理解的声
音：有了公路，还要网路？

的确，在半年大雪封山的大山

深处，搭建通信基站的危险性和成
本难以想象，维护的难度更大。

“我们当时说，世界上不会有任
何一家商业公司去做这种毫无性价
比的事，只有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才有这样的决心！”土生土长
的独龙族人、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贡
山分公司副总经理马春海说。

他和乡亲们二话没说，身背肩
扛、顶风冒雪，穿行在滑坡不断的山
路上，身旁就是不见底的悬崖，终于
架设起了一个个通信基站。

“没有总书记对民生的重视和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真情，就没
有独龙江的今天。”每次看到大山里
那些云遮雾绕的通信基站，马春海
都由衷地赞叹，“脱贫攻坚是伟大的
事，总书记是伟大的人。”

2019 年的这封信，让乡亲们最
开心最难忘。

“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龙
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
过越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乡干部分别用普通话和独龙语
宣读这封回信时，一次次被乡亲们
欢呼声、掌声打断。

在独龙江乡，家家户户悬挂着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县干部群众
代表的照片，处处可见总书记那些

“金句”标语。文面女广场上，总书
记与乡亲们书信往来、坐在一起的
巨幅喷绘，远远就能看见。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