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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长

宁，竹不仅是长宁绿色发展的底色，也为

长宁增添了竹韵底蕴。作为灾后产业重

建重点项目，长宁县依托丰富的楠竹、苦

竹等竹类资源，高起点、高水平规划1平

方公里的双河竹食品产业园，目前初步建

成全省唯一的竹食品产业专业园区。

“公司将竹食品产品做到了极致，产

品包括火锅配菜型、开袋即食型和方便加

热型。”近日，双河竹食品产业园长宁县林

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品控经理蔡茂对记

者说道。

长宁县林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底入驻园区以后，实现了从以前买干笋

子来发泡，切成玉兰片装袋，发展到现在

用鲜笋零添加高温灭菌保鲜装袋的转型

升级。公司先后修建了预净车间、清洗车

间、分级包装车间、灭菌车间以及保存库、

冷冻库、成品库、研发楼，目前达到年加工

竹食品 5000 吨能力，解决当地劳动力

300多人。2022年实现销售收入近2亿

元，带动农户增收5000万元。

“我们目前主要是线下营销，正准备

建立抖音账号，把线上开拓起来。”长宁县

林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正强介

绍，“在产品开发上，公司目前以休闲食品

为主。下一步，要把当地的特色竹资源融

合到预制菜方面去，让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长宁当地的特色美味。

目前，长宁县双河竹食品产业园已投

资近4亿元，建设完成污水处理厂、供水

站、园区道路、供排水管网、文化墙、污水

应急池等配套基础设施，现入驻企业 9

家，其中已投入生产8家，笋海佳龙食品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厂房。

园区以竹食品加工产业智能化、数字

化、绿色化为切入点，加强与国际竹藤组

织、浙江农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

西华大学等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合作，大

力推进竹食品产业交流合作，通过提升科

创和生产工艺水平，拓展产品市场和发展

空间，引进液氮、冷链等竹食品加工先进

技术，开发楠竹笋、竹毛肚、鲜苦笋等新产

品，提高笋头、笋壳综合利用效率，进一步

提升竹食品产业绿色、健康发展，逐步形

成集竹食品加工、竹食品交易、竹食品技

术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发展功能

区。2023年底，预计园区产值达到20亿

元以上。

长宁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唐密表示，

下一步，园区将围绕建成“中国笋都”“中

国竹膳食纤维提供者”的目标，大力发展

以竹荪、竹笋为主的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

业，建设集竹食品加工、交易、科研、旅游

于一体的全省专业性竹食品产业园。

据《宜宾日报》

长宁县初步建成四川省唯一的竹食品产业专业园区
李万宁 宜宾日报记者 赵雪松 李 传

日前，《成都市人才分类目录》正式面

向社会公开发布，明确6大类共224项人

才支持类型，释放城市礼遇，广聚天下英

才。

近年来，成都将城市发展战略、产业高

质量发展和人才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持续

推动政策创新，出台人才新政“1.0”“2.0”

和“3.0”版，实现从“拼政策给优惠”到“搭

平台给机会”再到“优平台营生态”的跨越

式转变。

此次出台的《目录》支持范围由《成都

市急需紧缺人才和高端人才目录》（《成都

市人才安居人才类别认定依据及分工》）的

4个类别（A、B、C、D）49项扩展到6个类

别（A、B、C、D、E、F）224项人才类型，共增

加了175项。

成都工匠首次纳入
探索实施精准差异分类评价方式
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目

录》注重以战略发展为导向，聚力支持重点

人才队伍，将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

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

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纳入

支持范围。

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目录》首次将“国家工程师奖”获得

者、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博士后创新

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成都工匠、技术经纪

（经理）人等人才明确纳入；围绕持续放大

成都大运会综合效应，首次将奥运会、亚运

会、全运会、大运会等体育赛事奖牌获得者

及其教练员等人才明确纳入；围绕丰富青

年友好型城市内涵，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和本科大学生纳入。

《目录》针对不同类别人才，探索实施

精准差异的分类评价方式，创新提出“以薪

定才”“以岗定才”“以绩定才”“以赛定才”

“以投定才”等，建立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

的人才评价制度，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

比如，《目录》将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负责人纳入科技创新类；将总部在蓉的世

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的主要负责

人、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标准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须同时满足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

在蓉固定投资达到一定额度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等纳入重点产业类；将在专业性大赛

中获奖、取得各类创新成果的人才纳入相

关类别。

给予用人主体一定名额自主认定人才
实现“用人的评人、评人的用人”
为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目录》给予高能级创新平台、链主企

业等用人主体一定名额用于自主认定人

才，并纳入相应类别，实现“用人的评人、评

人的用人”。

《目录》赋予在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四链”融合型高能级链主企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一年度纳税

100强企业自主认定权，每年可自主认定2

名D类人才，享受相应政策支持。

对于《目录》之外的优秀人才，成都市

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着力让更

多人才有机会纳入城市支持范围，一是鉴

于《目录》列举的各行各业人才类型未能穷

尽，A、B、C、D、E类均有“相当于上述层次

的人才”类别，人才可按流程进行认定申

请；二是在《目录》末尾专门说明，“上述六

个类别之外，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才”，也

就是常说的“非共识性人才”，甚至“偏才怪

才”，由市级有关部门和县（市、区）按程序

认定；三是《目录》后续将视实际情况不定

期修订完善。

成都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录》明确了成都人才政策支持导向，彰显了

城市尊才爱才敬才的鲜明态度。下一步，

成都市将陆续出台与《目录》配套衔接的系

列政策，为人才精准匹配落户安居、生活补

贴、贡献激励等政策支持，让各类人才在蓉

发展更有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成都人才认定系统也将于近日开通。

届时，各类人才可通过线上进行人才申报

认定、办理进度查询、开展业务咨询。

据《四川日报》

《成都市人才分类目录》发布
增加175项人才类型 成都工匠首次纳入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亚飞

这是8月31日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星村拍摄的“天府粮仓”精品区

起步区。今年以来，成都市新都区大力推进“天府粮仓”精品区建设，目前已

初具规模。新都区“天府粮仓”精品区建设起步区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

李荣伟 摄（C视觉） 据《四川日报》

“天府粮仓”精品区初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