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4488 平方公里；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 41 平方
米，比全国高1.2平方米；城市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4平方米、增长24.6%；建筑业总
产值 6.4 万亿元，居全国第五、西部第一
……这是过去五年，四川住建事业发展的

“成绩单”。
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四川住

建将抓好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有哪些重
点任务？1月14日，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
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厅长张正红对此进行了部署和介
绍。

“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快转变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方式，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住建工作，促进住房
制度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城市生态宜居水平稳步提升、村镇建
设基础不断夯实、建筑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张正红说。

推动成渝两地住房公积金
转移接续共享互认

2021 年，四川住建系统将抓好 9 个
方面的重点工作。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
将持续深化川渝住建领域合作，建立完善
川渝两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协同机制，共建
住房信息化平台和房地产市场诚信体系，
共同推动公租房保障范围常住人口全覆
盖，公开各地保障政策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申请渠道，共享互认信用信息，开展异地
网上受理申请，尽快实现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逐步实现“最多跑一次”；推动
两地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和缴存信息共
享互认，确保申请异地贷款职工与所在地
职工享有同等权益，实现公积金异地贷款
缴存证明无纸化、申请贷款“一地办”等。

除此以外，还将推动建筑业协调发
展，共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落实建设工
程职称互认政策，推进工程建设标准一体
化发展，办好首届川渝住建博览会。开展
城市管理协同合作，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和
管理能力。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6000个

新的一年，四川将以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为统揽，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今年四川将加强城市更新顶

层设计，制定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意见，完
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推进生态园林城
市建设，启动第二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试
点。推进绿色社区创建，力争30%以上城
市社区达到标准。实施新一轮污水垃圾
三年推进总体方案，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抓好城市内涝治理，开展市容
市貌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等。

今年，将积极探索“新城建”模式。指
导成都做好“新城建”国家试点，启动城市
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协同发展智慧
城市与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建造与建筑工
业化协同发展等试点任务，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模式。鼓励其他
有条件的城市开展试点探索。

在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
今年将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6000个。

除此以外，还将重点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以发展租赁住房为重点解
决好困难群体住房问题，培育创建首批省
级百强中心镇，加快建筑强省建设，不断
优化住建领域营商环境和狠抓住建领域
安全工作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实习生 杨霁月

今年四川将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6000个
培育创建首批省级百强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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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规划用地约3000
亩，师生规模约20000
人。一期建设约1000亩，
投资约32亿元人民币，规
划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
米，办学规模预计10000
人以上，计划于2023年9
月正式实现对外招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王越欣）1月
14 日，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签约仪式
在眉山市举行，标志着四川大学眉山校区
项目正式落户眉山市岷东新区。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是四川大学
与眉山市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在眉山市布
局的新校区，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深度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国家战略和“四点一线一面”教育现
代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体现，是助力四川深
化拓展“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全面
引领“成德眉资同城化”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全面加快四川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步伐的重要举措。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由眉山市建
设，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建设、滚动发展”
的总体原则实施，建成后划归四川大学办
学使用。该项目位于眉山市岷东新区东
部组团，拟规划用地约3000亩，师生规模
约20000人。其中一期建设约1000亩，
投资约 32 亿元人民币，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30万平方米，办学规模预计10000人
以上，计划于 2023 年 9 月正式实现对外
招生。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将建成以医
疗、医护、医技为主要学科的人才培养基

地，以植物学、药学等为主要学科的科学
研究和成果转化基地，以东坡文化研究院
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以及国
际教育基地。将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相
关学科办学条件，优化学校继续教育的结
构布局，扩大学校国际教育学院的国际化
教育规模，拓展学校康复治疗学、特殊医
学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加快推动学校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

2020 年 1 月，中央提出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眉山市委、市政府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先后与重庆等地有关
高校、园区、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以实际行
动助力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大学眉山
校区项目建设，将推动眉山市与四川大学
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
方面的深入合作，全面提升眉山城市科技
创新能力和文化生活品质，助力眉山市教
育名城建设，助推眉山加快融入成都、引
领同城化发展，对全面提高眉山软实力具
有里程碑意义。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正式签约落户
一期办学规模预计10000人以上，计划2023年招生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 14 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四
方责任”，毫不放松地做好冬春季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
会议。

孙春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总体得
到有效控制，近期多地出现新的聚集性
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地要把
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学习掌握各项政
策规定和部署要求，指挥体系24小时保持
运行状态，实行“零报告”制度。常态化时
抓好预防，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
要求，加强人员、物资、技术储备，降低疫情
反弹风险；疫情发生后快速激活指挥体

系，迅速组织核酸检测，精准锁定重点人
员并隔离管控，切断传播途径。

孙春兰强调，要把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作为重中之重，压实社区、乡镇、村委会等
责任，加强机场周边、城乡结合部等地区
防控，做好务工返乡人员信息登记和健康
监测。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药店等要落
实首诊报告制度，发现发热等疑似病例，2
小时内必须报告。倡导移风易俗，严格控
制庙会等民俗活动，暂停宗教场所聚集性
活动，减少人群聚集。

孙春兰在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1
月 11 日，四川正式上线全省统一使
用的健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实行
一人一码、一码通行、实名认证。所
有在川人员及来（返）川人员可以通
过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天府通办”
APP等途径申领健康码。

1月14日，记者从四川省大数据
中心了解到，为服务“四川天府健康
通”的使用，数据中心已经同步启用
四川天府健康通官方微信号。“四川
天府健康通官微”将及时推送最新疫
情防控资讯，提供便民自助服务，助
力群众一码走全川。

记者注意到，关注“四川天府健
康通官微”，通过首页底部菜单“一码
通行”可便捷申领健康码；在“健康查
询”菜单，可自助查询“医院信息”“发
热门诊”“核酸检测”“风险区域”等相
关信息；点击“防控信息”菜单，可了
解“疫情动态”“权威发布”“四川辟
谣”最新资讯。

“四川天府健康通”
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