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责编：陈忠华 组版：李章会 校对：王文富 E-mail：ztrbtkb@126.com

阅读昭通·经济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疾风知劲草，坚韧创佳绩。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国资委的帮助指
导下，最近3年多来，全市国资国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国企改革发展精神，牢牢
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
线，坚定不移实施《昭通市国有企业改革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
2020年至 2022年 3年间，市属重点企业累
计融资689.49亿元、完成投资848.48亿元，
有力支撑了全市高速公路、城乡建设等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2021
年和2022年，昭通国企改革连续两年被省
国资委评定为A级。

国企改革持续深化

坚持高位推动。市委、市政府成立了
党政主要领导为双组长、常务副市长和组
织部部长任副组长的国资监管和国企改
革领导小组，高位推动全市国企改革重点
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研究、
亲自部署，多次召开常委会、常务会、专题
会等听取改革进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
大问题，部署重点工作。2022年9月，昭通
市专题举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专题研讨
班”，时任市委书记的郭大进出席开班式
并作专题辅导，结合昭通实际深刻阐明了
昭通国企的发展定位和改革路径。

企业扛牢责任。市属国有企业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认真贯彻落实“五个有”
（有改革专班、有发展规划、有改革方案、
有改革台账、有工作成效）要求，组建工作
专班，细化改革任务，建立改革台账，结合
企业实际，全力推进国企改革工作。

强化督导检查。市委、市政府将国企
改革纳入重点督查内容，全力保障各项改
革措施落地落实。市国资委建立班子成
员分工联系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改革工
作调研督查；将国企改革纳入企业经营业
绩考核，考核结果与企业负责人薪酬直接
挂钩。

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创新获突破，努力奔成功。3年来，昭
通市坚持公司治理的“两个一以贯之”要
求，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完善公司
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印发市属国有企
业党委研究讨论重大事项暂行办法、党委
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示范文本，企业全
面落实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事项清单制
度。督促直接监管的市属国有企业及其重
要子企业全面制定落实党组织前置研究重
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并严格按照规定开

展研究讨论重大经营事项222次1237项。
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市属

国企均建立“三会一层”，党委书记、董事
长实现“一肩挑”，配齐配强国企领导班
子，交流提拔国企领导 24名，其中正职 11
名、副职13名。市国资委制定出台国企党
委会议事规则、企业党委研究讨论重大事
项暂行办法、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
示范文本、董事会管理暂行办法、总经理
议事规则暂行办法等系列制度，市属国企
均建立“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及“三会一
层”行权履职相关制度，切实形成权责法
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
治理结构。

加强董事会建设。市属国企及其子
企业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印发市属国
企专职外部董事履职规定（试行），进一步
规范和保障市属国企专职外部董事履职，
符合条件的 14户子企业全面实现外部董
事占半数以上。

切实保障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制
定印发了市属国有企业董事会向经理层
授权的工作指引，进一步推动市属国企经
理层依法依规行权履职。市属国企分别
制定了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总
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董事会授权
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明确董事会向经理

层授权的事项范围、权限条件等主要内
容，充分发挥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

激励领导人员担当作为。制定市国
资委授权放权清单、调整下放15项审批事
项，制定合规免责清单、明确市属国企领
导人员尽职合规免责事项25项，落实国资
委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依法确立国有
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要求，激励市属国企
领导人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公司制改革工作全面完成。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市国资委直接监管
的4户国有企业及其子企业已全部完成公
司制改革，并在市场监管部门变更登记。

不断优化资本布局

强化规划引领。主动融入全市重大
战略，紧扣“三个定位”“四篇文章”要求和
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六大战略”部署
规划，编制印发了市国资国企“十四五”发
展规划。督促指导市属6户重点国有企业
紧紧围绕做强做大主业，全面研究国家、
省、市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深入分析外
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现状及其变化趋势，重
点围绕昭通“六大战略”“八大产业”制定3
年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国企发展定
位、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国企做强做

优夯实基础。
推进整合重组。紧扣全市发展大局

和中心任务，大力实施重组整合，促进行
业结构优化，有效发挥国有企业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功能。整合 12笔行政企事业
单位资产和6户企业，组建注册资本100亿
元的昭通发展集团，筹备募集10亿元产业
发展基金，实体化运作服务产业发展，进
一步聚集发展力量，发挥国有资本在重点
产业、优势产业、新兴行业的引领带动作
用。推动市属国企基本形成功能鲜明、分
工明确、协调发展的发展定位和格局，昭
通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产突破 1000亿元，成长为全省仅有的 4户
千亿级市属国企之一。将昭通驾校整体
划入昭通市交通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整合培植驾培产业。将铜锣坝
旅游公司、绿道旅游公司等 4户企业无偿
划转为昭通市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整
合培植旅游产业。积极支持昭通交通运
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盘活闲置资产，配置
水运项目资源，促进集团转型脱困发展。

强化国企“瘦身健体”。印发关于处
置国有企业低效无效资产优化国有资本
结构布局的实施意见，督促企业对不具竞
争优势及缺乏发展潜力的子企业、非主营
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亏损子企业进行清

理整治，全面完成5户“僵尸企业”的处置，
处置率为 100%，完成重点亏损企业治理 3
户，“两非”“两资”企业注销退出4户。督促

“新官要理旧账”，稳妥处置了涉及烂尾楼、
司法诉讼等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按照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的要求，全面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工作，并实行常态化跟踪管理。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坚持三项制度改革引领，不断健全市
场化经营机制。聚焦劳动、人事、分配三
项制度，深化市属国企人事、劳动制度改
革，不断完善“员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
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运行机制。

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
革。制定出台市属国企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操作指引，积极探索经理层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市属国企实行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经理层成员 127名、引进职业
经理人 6名。

推进市场化用工。制定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用工机制的
指导意见，督促市属国企全面启动劳动
用工市场化改革，推动引进具有创新精
神的高端专业型人才，共引进人才 91
人，入选“鲲鹏计划”“凤凰计划”人才 13
人，“兴昭人才支持计划”16 人。市属国
企分别制定完善公司《劳动人事管理制
度》《选人用人管理制度》《员工积分管理
办法》《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管理岗位竞
聘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理的内部人
才调节机制，畅通员工内部流动通道，推
进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岗位竞聘、末位调整
和不胜任退出，企业管理人员竞聘上岗 74
人、免职 17人、末位调整和不胜任退出 20
人，企业员工内部调动或分流安置 297
人、解除劳动合同 463人。

推进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改革。制
定《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暂行办法》《经营业
绩考核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围绕市属
国企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薪资福利、管理
人员使用 4个方面开展穿透式检查，督促
企业按照岗位价值、任职者能力、绩效原
则确定付薪依据，完善劳动人事分配各项
制度，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激励
约束机制，实行全员绩效考核，一岗一薪、
易岗易薪，充分调动国企职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发 展 肉 牛
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近年来，
盐津县盐井镇
椒子村利用自
身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坚
持把养牛产业
作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新引擎，
积极发展肉牛
养殖业，在乡村
振兴路上巧念
养牛“致富经”。

初夏时节，
繁花似锦。走
进椒子村肉牛
养殖基地，100
多头肉牛膘肥
体壮，悠然地嚼
食着草料，“哞
哞哞”的牛叫声
此起彼伏。

一大早，养
殖大户龙伍金

就忙着清扫场舍，谈到养殖肉牛带来的好
处，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一边忙

着干活，一边讲起了自己养牛致富的经历。
原来，早些年龙伍金一直在外地务

工、四处漂泊，收入极不稳定，身心疲惫的
他就萌发了回乡创业发展养殖业的念
头。在与椒子村干部的交流中得知，盐津
县将肉牛产业作为“三大”富民产业大力
扶持。于是，龙伍金就毅然返乡，通过养
牛贷等多种形式，投资 200 万元搞起了肉
牛养殖业。在椒子村“两委”的引领扶持
下，龙伍金的肉牛养殖业做得风生水起，
蒸蒸日上。

“我是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发展肉牛
养殖业，我对养牛这个行业充满了信
心。现在养牛场已初具规模，今后我要
把养牛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大，然后带
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家致富。”龙伍金信
心满满地说。

如今，龙伍金的养殖场肉牛存栏 120
头。预计年底可出栏 80 头。按每头 2
万元计算，可实现经济收入 160 万元。
除去成本开支，可获得纯利润 80 万元。
算着这一笔笔经济账，龙伍金的心里乐
开了花。

村民龙建是龙伍金养殖场里的管理
员。他每天在养殖场内负责管理卫生、圈
舍消毒、投喂草料等工作。每月有一份稳
定的收入，龙建感到十分满意。

“在这里上班，离家比较近，照顾父母
和家庭很方便，一个月有 3500 元的收入，
我感到非常满意。”龙建乐滋滋地说。

抢抓政策机遇、创新合作模式、广泛
利益联结是近年来椒子村在肉牛养殖方
面探索出来的一条有效途径。目前该
村肉牛存栏数 621 头，其中母牛 459 头。
从 2019 年以来，50 头规模以上的养牛场
13 个，500 头规模的有两个，其中一个正
在建设。

“肉牛养殖，大有可为。”椒子村将继
续深入推进肉牛养殖项目，充分发挥好
龙头示范作用，通过以点带面，实现肉牛
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巧借政策“东风”，
让农户通过肉牛养殖共同走致富路。

“肉牛产业是我们椒子村推动乡村振
兴的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全村肉牛养殖已
初具规模 。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示范带动，扩大养殖规模到 1000
头，把肉牛产业做大做强，促进群众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椒子村村干部刘千元说。

近日，笔者驾车从巧家县城出发，
沿着蜿蜒的昭巧路经 3 个多小时来到
四面环山的老店镇大火地村。老店镇
地处山区，平均海拔高达 1800 米，区域
面积约 11.4 平方公里，辖 19 个村民小
组，有 1230 户 4030 人，村民们勤劳、朴
实、厚重、淳朴。

初 夏 时 节 ，树 木 青 翠 ，夏 花 弄
影 。 走 进 大 火 地 村 包 包 炉 村 民 小
组 ，戴 着 纱 帐 帽 子 的 宋 明 崇 正 在 他
的 中 蜂 养 殖 场 ，挨 个 地 走 到 蜂 箱 旁
检 查 ，他 利 索 地 抽 出 一 块 木 板 查 看
蜂 脾 上 的 蜜 情 ，成 群 的 小 蜜 蜂 立 马
围着他飞舞起来。

多年来的养蜂生活，宋明崇已经习
惯了这样的场面，蜜蜂爬满他的整只
手臂，但他依然自如地查看蜜蜂的数
量，尤其看到大腹便便或载着花粉的
蜜蜂不停地回到蜂巢里，宋明崇难掩
喜悦的笑容。

今年 64 岁的宋明崇身材壮实、笑
容憨厚，他出生在老店镇迤西卡村一
个 贫 困 家 庭 ，20 岁 就 学 会 了 养 蜜 蜂 ，
曾经还做过 10 多年的地摊生意，目前
在大火地成了家。

一直以来，由于该村地处偏僻、信
息闭塞等种种原因，宋明崇一家主要
靠种荞麦、洋芋和发展花椒，也经常义
务帮助邻居管理散养的蜜蜂。看到当
地适合养蜜蜂，头脑灵活的宋明崇便
打起了养蜜蜂增加收入的主意。

宋明崇以前曾养过蜂，2020 年去曲
靖 买 了 4 桶 中 蜂 ，开 始 了 他 的 养 蜂 事
业。经过一年的精心饲养，尝到甜头
的宋明崇发现，养蜂可是一个很好的
致富门道，随后他暗下决心：这辈子的
老年时光就与“蜂”为伴，开启“甜蜜事
业”的美好时光。

宋明崇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虚
心好学，从尝试养几箱蜂，逐年发展到
目前已经拥有近 60 箱蜂了。

“上 了 岁 数 ，干 不 了 啥 重 活 ，而 养
蜜蜂不需要多少成本，当年饲养当年
就可以产生效益，去年养了 20 多箱收
入 1 万多元。”6 月 1 日下午 3 时左右，
天气炎热，宋明崇一边笑着介绍，一边
热情地拿出自家蜂蜜给前来学习养蜂
技术的村民品尝。

“一年我不分多的，一箱分出一窝
来 蜂 子 要 旺 盛 点 ，蜂 子 越 多 蜜 越 多 。
养蜂的关键是换王，换王第一年和第
二年产子率最好，一只蜂王的旺盛时
期只有两年。”宋明崇说，他从来没有
外出去学技术，唯独在手机上看到相
关短视频后，经过学习和实践便找到
了养蜂诀窍，可谓“养蜂不换王，一年
都白忙”。

也 许 是 长 期 在 大 山 里 与 他 的“ 蜂
兵”打交道的缘故，从宋明崇腼腆而朴
实的话语中，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当地养蜂“土专家”。通过几年的不懈
奋斗，他的养蜂事业越做越大，收入也
像他的蜂巢一样，不断积累壮大。但
更让人感动的是宋明崇增加收入后，
仍然不忘带领乡亲共同养殖蜜蜂致富
的朴实情怀。

“ 他 真 懂 得 养 蜂 ，从 试 养 逐 渐 走
向规模化养殖，是比较成功的。我试
养失败后请他帮忙指导技术后，现在
都 有 20 多 箱 了 。”大 火 地 村 民 漆 招 虎
如是说。

蜜蜂在酿蜜，更是在酿造村民们的
甜蜜生活。提及蜂蜜的品质怎么样，
宋明崇很自豪地笑着说：“我家的蜜蜂
绝 对 没 有 喂 白 糖 ，都 是 纯 天 然 的 蜂
蜜。买蜂蜜的除了老顾客外，越来越
多的人会打电话来订购，在销路上一
点也不愁。”宋明崇学会了通过微信、
抖音和快手拓宽蜂蜜销售渠道。

在宋明崇的带领下，村里有了更多
人 加 入 养 殖 蜜 蜂 产 业 ，乡 村 振 兴 有

“蜜”诀，村民生活定然比蜜甜。

攻坚克难 优化布局 激发活力
——昭通市全力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纪实

记者 陈忠华

昭通市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宜（宾）毕（节）高速公路镇雄互通。 通讯员 王朝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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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崇：小蜜蜂的致富“蜜”诀
通讯员 张顺富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