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激发新活力  转型绘就新蓝图 
——省棉麻集团加快推进改革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纪实 

 

四川省棉麻集团有限公司有着 60 余年的发展史。作为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棉花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曾为全省棉花生产、购销经营作出了

重要贡献。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棉花经营的进一步放开

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单一的产业结构及“一

买一卖”的经营模式，严重制约了棉麻集团的生存与发展。

改革转型，迫在眉睫。 

一个信念——坚定走改革转型发展之路

 



2020 年初，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新冠疫情、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冲击，加之自身产业

结构单一，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各种问题和矛盾

凸显，棉麻集团经营发展极为艰难。 

“棉麻的现状是，发展思路不清不明、发展后劲严重不

足、经营模式传统单一、历史遗留问题多、干部队伍青黄不

接……可谓困难重重。按现有办法搞下去，没办法调动职工

积极性，根本无法维持，企业也肯定会倒闭。大家说，要不

要改革转型？”2020 年 3 月，时任集团董事长邓华的这一番

话，无疑把改革转型这个课题摆在了所有棉麻人的面前。 

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成了棉

麻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 

改革转型，有这么容易？如果不改革转型，棉麻又该怎

么办？ 

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近些年，由于棉花经营

萎缩和价格持续下跌，不少干部职工存在着“怀念过去，不

满现状，担忧未来”的思想；一些干部职工面对危机心理准

备、思想准备不足。为此，棉麻集团大力开展了以“改革转

型”为主题的形势任务教育，对上至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下

至普通职工在内的全体干部职工及离退休职工进行全方位

的宣传教育，讲形势、亮家底、明任务，从而坚定改革转型

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统一了全体棉麻人的思想和行动。



 

2020 年 4 月，棉麻集团重树了“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

效、三年上台阶、五年争一流”的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确

定了棉麻纺织原料、冷链物流、供销粮油、能源石化等主营

业务，以及外贸进出口、再生资源、乡村振兴、工业大麻、

资产运营、大数据平台等辅助业务，形成了“棉花为主、多

业并举、综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改革转型，任务艰巨。2021 年工作会上，棉麻集团党委

再次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动员令：“围绕‘改革关键年、项

目攻坚年、作风转变年、效率提升年、效益增长年、质量提

高年’行动，发扬棉麻精神，不等不靠、苦干实干，奋力推

进棉麻集团改革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三条路径——开启产业转型升级通道 

作为一家传统省属社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单

一，发展后劲与造血功能不足，经营压力与稳定压力



大……转型怎么转？方向和路径又如何确定？所有棉麻人

都陷入了思考。

 

“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努力

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对供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同年 12 月，四川省供销合

作社明确了“四个三”的总体工作思路；2021 年 2-3 月，

中央、四川省委一号文件相继发布，为棉麻集团的改革转

型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和发挥供销

优势，全力发展为农产业，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主动

对接政府融入地方经济，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等很快成

为棉麻领导班子的共识。



 
2021年 3月，棉麻集团确定了产业转型主要是向棉、麻、

粮、油、肉等涉及民生业务及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型的思路，

彻底打破传统“一买一卖”经营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为农服务主力军”；由“同一般性贸易企

业打交道”向“与党委政府和市场打交道为主”转变，成为

真正做事业、做实体的转型企业。 

针对疫情期间暴露的突出问题，棉麻集团经营班子普遍

认识到“时间紧迫，棉麻在转型发展上耽误不得，更失误不

起！”必须坚持双业并进、两翼齐飞，统筹发展新兴产业和

提升传统产业。 

路径一：升级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



 

传统棉花产业是棉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集团

当前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对棉麻集团经营业态、经营模式、经营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倒逼其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 

一方面，计划着手进军新疆种植前端，形成种植、收购、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打造出一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让

传统招牌产业焕发新活力。 

另一方面，补齐棉麻纺织原料板块，主要是发展苎麻及

工业大麻。2021 年 1 月，积极对接达州市委市政府、大竹县

委县政府参与苎麻产业发展，共同打造 “种、收、储、运、

加、研、销”多位一体、全产业链苎麻产业基地，推动当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年 3 月，与成都世纪众生量子科技



研究院达成合作，进军量子汉麻（工业大麻）领域，进一步

完善棉麻产业结构，通过全产业链的培育和综合利用，打造

出高附加值且受市场青睐的产品。 

路径二：依托供销优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民生发展、时代贡献、品牌价值……回望棉麻集团发

展史，可谓光环加身。不过，长期稳坐省内棉花产业龙头

的棉麻集团开始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局，内有“历史遗留问

题繁多”、“产业结构不优不全”、“体制机制不顺不

畅”等痛点，外有经济下行冲击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

打破自身发展瓶颈突围，成为棉麻集团生存发展的头等大

事。

 

2020 年 3 月，棉麻集团抢抓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

战略机遇，积极布局建设中国供销西南冷链物流达州基

地。2020 年 4 月，在芦山县建立全产业供应链平台，以产



融服务为切入点，推动纺织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助力集团

公司实现从传统的贸易商向供应链综合服务商转型。2020

年 8 月，与平华（达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积极参与

再生资源达州餐厨垃圾项目。2020 年 9 月，启动供销粮油

业务，开展国内外农副产品及大宗物资贸易；同月启动惠

农石化业务，积极与全省各市（州）、县（市、区）供销

部门联合建设“供销为农服务中心”配套惠农撬装加油

站，为社员提供生产物资、粮油农副产品及内部加油服

务。苎麻产业、工业大麻、资产运营、产业基金几个业务

板块已启动前期市场调研和可性行论证，也将在今年相继

开展相关业务。

 

路径三：融入地方经济，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产业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棉麻集团的发展思路

也愈加清晰。“紧紧围绕中央、国家、省委、省政府、省

社相关政策、战略机遇，特别是‘十四五’乡村振兴战

略，来发展自己，而不是游离于这些之外。”党委书记、

董事长邓华在 2021 年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为此，棉麻集团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产业转型的重中之

重。一方面，大力发展扶贫产业，与凉山州越西县德彝公司

开展 300 万羽蛋鸡养殖业务产业扶贫合作，带动当地村民致

富。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务，在眉山仁寿、德阳中

江开展 15 万亩土地整理、流转、经营，并在中江配套建设农

批市场及冷链基地，力争打造成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示范基地；与中化农业在农产品种植、存储、运输、

加工、销售等环节、现代化农业产业集群项目等方面开展广

泛合作。根据产业发展需要，适时进入种子、养殖领域。 

经过一年的努力，棉麻集团产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基本

明确，为农产业布局完成，形成了以棉麻纺织原料、冷链物

流、供销粮油、供销为农服务中心及配套撬装加油站点等为

支柱，再生资源、大数据平台、资产运营、产业基金等为支

撑的产业格局。 

省供销社主要领导在评价棉麻集团产业转型工作时指

出：“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棉麻集团以勇气和信心，用大量

的精力去思考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现在，产业发展的架构



形成、思路清晰、方向正确、举措得力，棉麻班子当前这种

开拓事业的闯劲和干劲、重铸棉麻辉煌的决心和气魄，值得

肯定，希望顺势而为、乘势而进、又快又好发展。” 

四项改革——保障转型发展有序推进 

“棉麻集团要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眼睛

向内，向改革要动力，向管理要效益。”省供投集团主要领

导在评价棉麻集团工作中强调。 

面对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大力推进改革，打破体制机

制障碍，激发内在活力，已然势在必行。2020 年，围绕企业

改制、经营管理、内控体系、运行机制等改革方面，在“管

住”与“放活”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坚决做到“该管

的坚决管住，该放的有序放活”，逐步激活了内生动力和发

展活力。 

去年棉麻集团从自身实际出发，遵循市场化和人性化原

则，按照先易后难、自下而上、先行先改、分步实施的思路，

推动“四川省棉麻公司”、“四川省棉麻土产总公司”、“四

川省土产果品公司”、“四川省德阳八六信箱”四家集体所

有制企业改制改革，着力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力争

改制后企业焕发生机，得到新的发展。 

人力资源创新是改革的又一举措。2020 年 5 月，棉麻集

团围绕中心工作，启动了“三项制度”改革，通过定岗、定

员、定薪，实行中层干部能力评价、岗位交流、职业经理人



制等，充分发挥组织保障作用，实现了五个新变化，即选人

用人工作展现新气象、干部监督管理体现新导向、人力资源

配置提升新效能、分配激励机制激发新活力、干部人才培养

赋予新动能，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担当新使命、展现新

作为的干劲和热情，棉麻改革发展呈现新局面，有了新突破。 

发展思路已明确，产业布局已完成，还必须有良好的体

制机制作保障。过去，棉麻集团也制定了很多管理制度和办

法，但缺乏保障这些制度、办法执行落实的体制机制，使决

策过程、制度办法流于形式，给棉麻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和负面影响。 

因此，在棉麻集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去年 4 月以来，

建立并修订了《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中介机构

聘用及管理办法》、《监督工作联系会议制度》等 38 项内控

监管制度，形成全面监督体系，严控经营和管理风险；主持

修订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三重一大”等四大议事

规则，制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经营层、职工代表大会等四

项权责清单，成立了十个工作专班，建立起“党委领导、分

线把口、分层推进、快速响应”的高效运行决策工作机制。 

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棉麻经营方式和机制转变是

改革的重点，“公司化”、“子公司实体化”成为改革的“关

键词”。 

2020 年，达州骐骥供销冷链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四川供



销粮油有限公司、四川供销惠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四川兴

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四个子公司相继成立，原四川省棉麻

土产总公司也向子公司实体化转变，目前均发展势头良好，

干部职工积极性高，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021 年，四川棉麻

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四川棉麻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四川棉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棉麻产业基金发展有限公

司正加快筹建中。 

棉麻集团在改革转型发展过程中也明确：条件成熟的，

在组建或转型时就实行子公司实体化运营；条件尚不成熟的，

待运行走上正轨后再根据市场实际实行子公司实体化。 

迎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远航正当时。当前，棉麻集团正

处在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全体棉麻人将进一步解放思想、

承压奋进、苦练内功、苦干实干，以扎实的工作为改革转型

发展赢得时间、拓展空间，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四川棉麻特色

的改革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之路，将棉麻集团打造成为全省

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当好排头兵

和成为主力军，真正擦亮供销社这块“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