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坡先生在《南行集》里，记载了
从眉山出发，顺江直下重庆的故事。”1
月26日，省政协委员、眉山市政协副主
席、民盟眉山市委主委杨常沙说。

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1月29日至2月1日在成都召
开。杨常沙把目光瞄向了巴蜀文旅走
廊建设。“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在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
两地提出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强大活
力。在此背景下，两地交流更加密切。
前段时间，重庆江津、涪陵等地的朋友，
来到眉山调研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杨
常沙说，巴蜀地域相邻、文化相亲，共建
文旅走廊，未来可期。

“我建议从五个方面加强合作，先
让内部动起来，形成品牌，再逐步向全
国全球推广，真正建成世界级文旅走
廊。”杨常沙说。

数据
三苏祠超两成游客来自重庆

“秦并巴蜀时，川渝就是一家人
了。几千年来，我们有相同的历史、相
同的方言，爱吃麻辣为主的川菜，爱看
幽默诙谐的川剧……”杨常沙说，“比如
我们喜欢的‘傻儿师长’刘德一，就曾是
重庆市川剧院演员。成都最著名的散
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也有一段时间在
重庆表演。”

2020年，川渝两地文旅交流不断，
两地共同打造巴蜀文旅走廊成为热
词。眉山三苏祠还获评成渝十大文旅
新地标。

2006年到2012年，杨常沙曾任三
苏祠博物馆馆长。“除了本地游客，三苏

祠最大的客源来自成都和重庆。那时
还没有动车，但三苏祠历年的重庆游
客，占到了近四分之一，基本都是自驾
来的。”杨常沙说，“数据可以印证，两地
紧密交流，其实由来已久。”

记者注意到，2020年10月29日，重
庆江津区政协与眉山市政协签署协商
合作框架协议。有意思的是，重庆市江
津区政协主席王君成，是眉山市仁寿县
人。而眉山市政协主席吴小可，正好是
重庆市江津区人。

建议
五方面发力共建巴蜀文旅走廊

杨常沙说，推进巴蜀文旅走廊建设，
他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考虑。一是规划
先行，做好顶层设计。要通过具体的谋
划和策划，让巴蜀文旅走廊产品化。

二是建立立体交通网，在过去公路
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特别是加强铁
路水路和航空建设。“比如眉山到重庆
的水路，其实很有历史渊源。当年苏东
坡就是从东坡区出发，沿着岷江而下，
过青神、乐山、宜宾，到了重庆。这在他
的《南行集》里，有详细记载。”杨常沙
说，“相信未来这会是一条很巴适的文
旅线路！”

三是整合两地文旅资源，树立一盘
棋思维，从政府到社会组织、景区、文旅
公司等，签订可操作的协议，形成运转
良好的机制。四是加强巴蜀文化研究，
以各类学会、协会为抓手，可成立官方
主导、官民结合的巴蜀文化研究总会，
下设若干分会，涵盖各相关领域，如巴
蜀文学研究会、巴蜀历史研究室、巴蜀
戏剧研究会、巴蜀曲艺研究会、巴蜀美
食研究会等等。充分发挥民间文化团
体、组织及文化名人的作用，广泛开展
民间文化交流，繁荣文化事业。“这种研
究可以具体一点，比如川菜里面，火锅
就可以单独成立一个协会，把工作细化
开展。”

五是组建巴蜀文旅（集团）公司，以
巴蜀文旅公司统筹策划统一指挥。成
立巴蜀旅行协会巴蜀景区（景点）协会、
巴蜀自驾游协会等社团组织，以此为纽
带、为抓手，市场搞营销，练内功强本
领，搞协作增共识。“让巴蜀文旅这张金
牌更加闪亮，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
响当当的文旅走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庆 王越欣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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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巴蜀文旅走廊建
设，我建议从五个方面加强
合作，先让内部动起来，形
成品牌，再逐步向全国全球
推广，真正建成世界级文旅
走廊。”杨常沙说。

省政协委员杨常沙：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可从五方面着力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今日开幕，截至昨日20时已收到提案696件

委员关注热点 先睹为快

委 员 在 这 里

省政协委员杨常沙。

省政协委员杨静喜

要将村民心声
传递到会上
连日来，省政协委员、民盟

泸州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杨静
喜，多次前往单位的帮扶联系
村 —— 古 蔺 县 二 郎 镇 雷 家 沟
村，走进田间坝头听取村民的
意见建议。

杨静喜说，作为一名基层委
员，自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十
三五”期间，得益于脱贫攻坚政
策，乌蒙山区老百姓的钱袋子鼓
起来了，乡村更美丽了，乡风也
更文明了。

但在乡村走访了解中，杨静
喜注意到，农村有的基础设施还
不完善。他以一些地方举例，随
着农村易地扶贫搬迁，居民集中
在一起后，产生的污水难以正常
处理，成为令村民头疼的问题。
杨静喜介绍，有些地方农村的污
水管网并不健全，常常在乡镇上
布点集中处理，而村社则未能覆
盖到。

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杨静喜认为，除了
居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乡村环
境也应该得到有效改善，如此
才能进一步引进产业、留下人
才。

2021 年 是“ 十 四 五 ”开 局
之年，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杨静喜
希望通过调研走访，更多了解
群众心声，对乡村振兴提出更
有针对性的提案。因此，今年
省两会期间，杨静喜将带着自
己 关 于 脱 贫 攻 坚 与 乡 村 振 兴
的提案参会，将村民们的心声
传递到会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浩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省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实行闭环管理，特
殊的参会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委员们的
履职积极性。

截至1月28日20时，大会已收到提
案696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委员们关注
哪些重点热点？来先睹为快。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汇聚了
委员们最多的目光。

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智力支撑和创新要素来源。民建四川
省委的一份提案中，列举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较为明显的几处人力资本
短板，比如人力资本存量低、人力资本
空间分布失衡等，由此提出了“构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力资本双循环’

战略格局”等建议。
易凡委员将目光对准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中生态文明建设这个细分
领域。易凡建议，川渝两地相关部门配
合，共同推动两地在生态修复、水土保
持、乡村绿化、土地复垦等项目上的合
作，同时大力发展水上生态旅游，协同
打造“乐山-宜宾-泸州-重庆”精品水
上生态旅游路线。

社会治理

创新基层治理等话题，同样成为委

员们关注的热点。

民革四川省委在调研中发现，近年

来我省依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基

层治理体系构建取得了良好成效。但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
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为提升农村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重塑“乡政村治”，
民革四川省委提出“进一步加强政策法

规配套建设，破除制度制约”“进一步
加强基层政府法治化建设，规范权力
运行”等建议，同时，不断推进农村社
会自治效能，提升农民个体自治能力
和意识。

“通过调研，我发现成都市社区发
展存在两个主要矛盾。”马宇委员直
言，其一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其
二是社会力量希望加入社区发展的迫

切期望与现有社区管理模式的矛盾。

针对这个问题，马宇建议，积极引导社

会力量，充分让新技术、新模式参与到
社区发展治理中，同时积极摸索社区
管理新模式，破解现有管理难题。

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
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十四五”时期应着重提升高质量
发展能力，已经成为众多委员的共识。

畜牧业在“三农”工作中具有中轴
带动作用。雷文勇委员认为，当前我
省畜牧业发展仍面临资源环境制约、
疫情并未根本清除等困扰。“要依法督
促落实畜禽养殖、贩运、屠宰加工等各
环节从业者动物防疫主体责任，要加
快实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
防控，落实市县区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动物疫病防控实验室、区域洗消中心
等建设。”

“目前我省区块链产业位于全国
第二方阵前列，但在发展中存在产业
化能力不足、缺乏本土资本支持、政
策支持方向不精准等问题。”吴皓委
员建议，我省应坚持融合发展与因地
制宜并进，紧密围绕“5+1”现代工业
体系总体规划，选准“区块链+”的突
破口，结合四川信息产业比较优势，
以数据驱动、区块链驱动思维，培育
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平台经济、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行业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