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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播报11月29日上午10点，四川省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四川省第
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从8月中旬开
始，四川省接续开展了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到11月中旬已基本结束，目
前正开展“回头看”工作。

第一批和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有什么联系？第二批的开展情况如何？

六个方面发力
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发布会介绍，第二批教育整顿开展

以来，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第
十四督导组的有力督导下，严格对标对
表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
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四项任务”，
学习教育、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
节”，紧密结合省级政法机关特点，突出
政治建设、表率作用、建章立制，与第一
批教育整顿接续发力，推动教育整顿取
得明显成效。主要做法和成效集中体
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压实责任链条、深
化学习教育、从严正风肃纪、推进顽疾
整治、织密监督网络、坚持为民导向

下一步，我省政法机关将持续巩固
深化教育整顿成果，把教育整顿成效转
化为做好政法工作的实际行动，努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

清除害群之马
肃清流毒影响

深挖彻查案件线索，从严正风肃纪反
腐。省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政治部主
任，省教育整顿办副主任屈晓华介绍，第
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坚持把案件

线索查办放在引领性位置，强化自查自
纠，截至11月24日，22名干警主动投案。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是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的任务之一。截至11月24日，我省
共立案审查调查省级政法机关干警 58
人，留置9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处分处
理60人。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司法工作人
员相关职务犯罪72人，同比增长89.5%。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司
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百日攻坚’
行动部署，我们组织了查办相关职务犯
罪专项行动。”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政
治部主任付全忠介绍，全省检察机关把

“百日攻坚”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通过规范线索管理、强化督导力度、
强化内外部协同配合等提升办案质
效。与此同时，省检察院对2018年以来
全部已查办案件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出
在查处“黄赌毒”和处理危险驾驶案中
的徇私枉法、民事枉法裁判及执行滥用
职权、社区矫正收监执行滥用职权等 4
类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高发领域，今
年以来，通过开展专项线索摸排活动
等，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4类案
件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46人。

净化政法队伍政治生态，除了正风
肃纪、清除害群之马，还需肃清流毒影
响，筑牢政治忠诚。

“第二批教育整顿期间，我省政法
机关坚持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第一位
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
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活动，深入开展‘流
毒怎么看、流毒怎么防、流毒怎么清’主
题大讨论，组织全体干警签订《全面肃
清流毒影响承诺书》，坚决彻底肃清流
毒影响，净化了政治生态。”屈晓华说。

深入推进顽疾整治
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顽瘴痼疾影响着执法司法的公信
力以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发布会现场，
屈晓华介绍，第二批教育整顿期间，我
省各政法机关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按照“定内容、定措施、定目标”原
则，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全系统、全链
条推进问题整治，推动更多顽瘴痼疾得
到实质性解决。

四川政法队伍不断深入推进顽疾
整治，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截至11月
15日，我省共依法纠正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464件。

省司法厅政治部主任、省教育整顿
办副主任任立新介绍，第二批教育整顿
中，对省监狱管理局办理的4万余件案
件进行了全面核查，特别对“以立功、重
大立功减刑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涉
黑案件”以及“群众有反映的案件”，逐
案进行重点核查，发现案件主要问题是
案卷材料不规范、证据固定不及时、办
理流程不严谨。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有案不立”
问题，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政治部主
任，省教育整顿办副主任胡国民表示，
公安机关从监督发力，运用大数据赋能
执法监督，实现执法问题自动预警、异
常数据动态监测、执法质量智能考评等
功能；针对“轻违纪”“微腐败”多发问
题，公安机关以整顿治乱象，聚焦交警、
治安、出入境等窗口单位，细化权责清
单，落实办案全流程公开机制，推动重
点岗位定期交流，大力整治“不作为、乱
作为、慢作为”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戴竺芯综合四川日报

在“四川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新闻发布会”上，省委政法委新闻发
言人、政治部主任，省教育整顿办副主
任屈晓华对“四川政法为民十大行动”
等相关工作作了介绍。

据了解，四川政法机关坚持为民导
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聚焦政法主责主业，大力开展电信
网络诈骗大整治、万名机关民警下基层
上一线活动、感受公平正义专项行动
等，组织评选“四川政法为民十大行动”
典型案例，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1-10月，全省共侦破涉电诈
案件6509起，同比上升45.78%；抓获犯
罪嫌疑人13353名，同比上升161.26%；
成功劝阻和阻止继续被骗300余万人，
避免群众损失1.65亿元。

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政治部主
任，省教育整顿办副主任胡国民介绍，
公安机关积极创新智能服务体系，实现
川渝黔户口“跨省通办”，群众只需跑一
次；建成启动四川公安电子证照系统，
累计推送户政、出入境等办件数据195
万笔，惠及群众8000多万人次；推行川
渝两地电子监控违法处理、交通违法行
为查询等13项交管业务，460万群众已
申领“电子驾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戴竺芯 综合四川日报

坚持为民导向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上接02版）
与会非方领导人充分肯定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相关领域合
作取得的成果，高度赞赏中方为非洲国
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等宝贵
帮助。他们表示，非中开启外交关系65
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团结互助，相
互信任，相互尊重，非中传统友好经受

住各种考验，非中合作取得了非凡历史
性成就，非方对此感到骄傲。习近平主
席提出推动非中关系发展的4点主张和
加强非中务实合作的“九项工程”，再次
彰显了中方对帮助非洲抗击疫情和实
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意愿和坚定
支持。非方愿同中方巩固团结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开

启非中关系新时代，构建新时代非中命
运共同体。非方热烈祝贺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将继续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非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支
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非方愿同中方携手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协调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
中友谊万岁！非中合作万岁！

丁薛祥、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开
幕式。

王毅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现场
与会。

◎成都都市圈主要包括：成都市，
德阳市旌阳区、什邡市、广汉市、中江
县，眉山市东坡区、彭山区、仁寿县、青
神县，资阳市雁江区、乐至县，面积2.64
万平方公里，2020年末常住人口约2761
万人；规划范围拓展到成都、德阳、眉
山、资阳全域，总面积3.31万平方公里，
2020年末常住人口约2966万人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后，11 月 29 日，省政
府正式印发《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
这是继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后，国
家层面批复的第三个都市圈规划，也是
中西部唯一一个。

《规划》明确，成都都市圈以成都市
为中心，与联系紧密的德阳市、眉山市、
资阳市共同组成。主要包括：成都市，

德阳市旌阳区、什邡市、广汉市、中江
县，眉山市东坡区、彭山区、仁寿县、青
神县，资阳市雁江区、乐至县，面积2.64
万平方公里，2020 年末常住人口约
2761万人；规划范围拓展到成都、德阳、
眉山、资阳全域，总面积 3.31 万平方公
里，2020年末常住人口约2966万人。

《规划》指出，到2025年，成都都市
圈经济总量突破3.3万亿元，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接近东部发达地区水平，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5%，基本建成空间结
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
业分工协作、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
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

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基本实现。国
际航空枢纽地位更加凸显，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构建形成内联外畅
的开放大通道，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
初步成网，城际“断头路”基本消除，加
快形成轨道交通、高快速路一小时通勤

圈，成都都市圈水网体系进一步完善。
产业创新协作体系初步建立。西

部（成都）科学城建设全面成势，产业技
术创新和全社会创新创造取得重大突
破，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培
育形成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和千亿级
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规
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45%左右，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公共服务共享水平稳步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同城同标基本实现，优质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全面增强，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高，人均预期
寿命达到80岁以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全面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更
高水平全覆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
期盼得到更好满足。

绿色低碳公园城市形态充分显
现。生态本底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青
山绿道蓝网相呼应的城市生态格局基

本形成，跨界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
重点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目标满足程度达
90%以上，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
达到国家标准，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加快形成，单位地区生产总值（GDP）能
源消耗、水资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目标全部实现。

按照《规划》的设想，展望2035年，
成都都市圈的同城化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走在全国前列，高效基础设施全域同
网，优质公共服务均衡共享，城乡环境
美丽宜居，人民生活富庶安逸，高端要
素集聚运筹能力大幅提升，形成一批世
界级产业集群、全球型企业和国际知名
品牌，在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参与
全球竞争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基本建
成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综合四川日报

四川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在蓉举行

清除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出炉

到2025年，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将突破3.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