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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来自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南部县供电分公司的省人大代表周
娟从南充出发，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这
几天，她再一次梳理社情民意，完善自
己的两会建议。

“今年，我最关注的是四川未来5年
的发展蓝图，我相信一定是一幅美好画
卷。”周娟说，此次带来两份建议，关注
绿色低碳和能源发展。

一线走访听民意
将基层声音带到省两会

“园区里的路灯亮不亮？公交车运
行能满足工友上下班吗？”1月14日，周
娟再次来到南部县河东工业园，回访园
区路灯、公交问题。在2021年人大代
表“双走访”专项活动中，有工友提到，
园区内没有路灯、没有公交车。走访
后，周娟和同行代表一起将情况反映到
有关部门。去年底，园区路灯亮了，公
交通车了。

回访第二站是四川容熠电子元件

制造有限公司。看着生产车间里一个
个电解电容器经过制造、质检、包装发
往全国各地，周娟再次询问用电方案是
否适用。作为一名高级政工师，用自身
专业为企业节能增效，也是她履职的一
个重要方面。截至目前，她已为河东工
业园20多个企业制定科学用电方案，每

年节约电费超过400万元，帮助企业节
约成本、减轻负担。

脱贫户家收成如何？年货准备得
怎样？繁忙工作间隙，周娟又回到南
部县碑院镇高觉村。2016年至2018
年，她任高觉村驻村第一书记，带领
107户贫困户及全村村民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致富产业，改善村容村
貌，被表彰为南充市“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获得国家电网“服务脱贫攻坚突
出个人贡献奖”。

“我是一名基层代表，将基层的真
实声音带到省两会，积极反映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是我的职责。”周娟
说。

两份建议
聚焦绿色低碳和能源发展

此次省两会，周娟带了两份建议。
“一份是充电桩建设，一份是西电东送，
都是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可持续
保护开发的。”周娟说，绿色低碳是国、
省重要发展战略，作为一名电网人，她
更是深感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周娟说，关于充电桩的建议，是在
绿色“双碳”背景下，建议政府统一规划
充电桩建设，并出台相关政策配套，避
免资源浪费管理不规范。另一份则是
建议加快启动四川引入西藏、西北来电
电力通道规划论证，尽快将工程纳入规
划实施，增强电力保障能力，助力“双
碳”。

“今年省两会，我最关注的是四川
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在全省蓝图中找
到自己的持续发力点。”周娟说，自
2017年底被选举为第十三届省人大代
表以来，她聚焦民众关心的话题，在履
职实践中收获颇丰。“人民代表为人民，
这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需
要时时用心、处处留意，在经济社会整
体向前发展中做一个推动者和践行
者。”她说。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低碳、
成渝双圈……这5年，四川的发展有目
共睹，令人自豪。我也在履职实践中提
升了自己。”周娟说，接下来，她会不忘
初心，主动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实习生 梁永琪

代 表 在 这 里

省人大代表周娟：

建议统一规划充电桩建设避免资源浪费

周娟（右）在南部县河东工业园区走访。

在国家作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重要部署后，成渝地区开始逐
渐成为带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两地的交通地位持续跃升。

今年四川省两会，省政协委员，省
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后
强提交了一份《川渝共建世界级机场群
的思考与建议》，对建成成渝世界级机
场群提出了建议。

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包括成渝三大国际枢纽机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是国家战
略，更是强化成渝地区民航产业发展的
战略支撑。”李后强说，这项决策的提
出，标志着我国民航发展进入以机场群
为核心的区域化和一体化发展阶段，更
加强调区域性和协同性。”

什么是机场群？李后强表示，机场
群，是指以一两个空域资源丰富、流量
压力较大的枢纽型机场为核心，周边联
系相对紧密城市中的规模相对稍小的
机场辅助和新机场分担部分国内、短程
航线，并逐渐辐射到更“毛细”航空网络
的形态。一般来说，每10万平方公里至
少有5个以上机场就是机场群。

成渝机场群主要包括重庆江北、成
都双流、成都天府三大国际枢纽机场，
以及四川绵阳、宜宾、南充、达州、泸州，
重庆万州、黔江、巫山、武隆等支线机
场。

李后强说，随着“双城经济圈”战略
纵深推进，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将成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助推器
和加速器，由此，助推成渝世界级机场
群建设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共建基础
完善的配套机构提供保障

去年4月，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调研座谈会召开，会上探讨了为什
么要打造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打造
什么样的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怎样
打造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等问题。

数据显示，成都双流和重庆江北两
大核心枢纽的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
人次，年货邮吞吐量也已突破100万吨。

与此同时，成渝地区产业基础好、
配套机构也相对完善。门类齐全、产业
完整的飞机设计、研发、制造、维修产业
链已在这里形成，包括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等飞机制造及
配套企业。“这些都为世界级机场群建
设提拱了保障。”李后强说，四川与重庆
强强联手，共建世界级机场群就有良好
基础，“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事实上，为加强成渝两地航空领域
的合作，早在2020年8月，四川省机场

集团、重庆市机场集团就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约定开展市场、运行、服务、应急
保障等方面合作，共建世界级机场群，形
成“1+1>2”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

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支撑成渝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从欧洲、美国、日本等地的经验来
看，机场群通常与城市群相伴而生，相
互作用。”李后强说，依托安全、便捷、高
效的航空运输，城市群能更全面深入地
融入全球产业分工，更便捷地对外交流
合作，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优化资
源要素配置。发达的城市群又对机场
群发展提供客货源支撑。

纵观国内外，无论是纽约、伦敦，还
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
市群的“腾飞史”，均有世界级机场群的

“加持”。“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城市群
来说，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就显得更为重
要。”李后强说，建设世界级机场群并不
是区域内机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基础建设、航线网
络、地面交通、航权时刻、协同机制建设
等各个方面，需多方共同努力。

这其中，需要优化明确各机场分工
定位，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优化
航线网络，形成网络型与区域性、干线
与支线、客运与货运、全服务与低成本
相互协调、差异化发展的航空运输市
场，合理培育主基地航空公司；优化调
整空域结构，提升空域资源配置使用效
率。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
世界级机场群和国际航空枢纽，对引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支
撑成渝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李后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委 员 在 这 里

省政协委员李后强：

建议川渝强强联手 共建世界级机场群

省政协委员，省委、省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后强

省政协委员卢启刚：
建议加强省级数据立法
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
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

的主要经济形态，近年来，数字经济得
到了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由2.6万亿元迅速增长为
39.2万亿元，2020年同比增长9.6%，
高居全球第一。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
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此次四川省两会，省政协委员、泸
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卢启刚带来
了一份关于数据要素如何实现价值化
的提案。

在卢启刚看来，数据要素作为
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要
实现数据价值化，应该从三方面着
手。首先应加强省级层面有关数据
资源方面的立法，在数据的收集、管
理、开放、安全等方面进行统一的制
度设计。

其次要对数据的流通和开放进行
制度性设计，让数据实现跨层级、跨部
门、跨系统以及跨地域的相互流通，关
于非核心和关键保密数据，对社会进
行开放，鼓励社会企业主体利用数据
进行价值化的探索和实践。

此外，还要培育大数据相关企业，
在数据利用方面，充分利用数据市场
的主体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在市
场上探索数据的产品和服务数据的能
力，为社会提供数据价值方面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