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要闻

委 员 在 这 里

省政协委员，川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体斌

1月19日，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继续进行，政协委员们分组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省政协委员，川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体斌建议，发挥国资国企
的“压舱石”作用，从制造业上谋划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助
力四川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制
造强省、工业强省。

谈政府工作报告：
2021年成绩令人鼓舞
2022年目标科学可行

借助三个指数，刘体斌道出了自己
对四川2021年成绩的体会。

经济“发展指数”令人鼓舞。刘体
斌说：“经济总量迈上新的大台阶，迎来
5万亿里程碑，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标志着四川经济‘基本盘’愈加稳
固，竞争力愈加强劲，人们的信心、底气
进一步增强。”

民生福祉，枝叶关情。刘体斌表
示，过去一年，民生“幸福指数”令人骄

傲。四川顺利完成全年就业目标，民生
就业之困得到有效化解，民生收入之难
得到有效解决，民生服务之需得到有效
满足。

同时，他还切身体会到，改革“活力
指数”令人自信。国资国企、农业农村、
两项改革全面铺开，改革的“时”把控精
准，“度”恰如其分，“效”充分显现。

展望2022年，刘体斌认为，政府工
作报告立足省情实际，确立6.5%左右

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既科学又可行，也
体现了坚定进取的精神。“在重点工作
安排部署上，具体精准、科学务实，既有
抢抓宏观政策机遇的‘先手之棋’，也有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固本之举’，还
有在共同富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暖
心之策’，体现了深邃战略考虑和全力
以赴保开局、保稳定的强烈使命担当。”

谈做强实体经济：
让工业挑起大梁
让制造业扛起大旗

此次参会，刘体斌从四川国资国企
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充
分发挥国资国企在经济“稳增长”中的

“压舱石”和“主力军”作用，谋划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
要求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国资国企
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2021年，四川
省国资国企资产规模突破2万亿元，全
省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万亿元、利
润总额 1830 亿元，同比增长 22%、
32%，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刘体斌建议，支持省属企业在

电子信息、清洁能源、交通运输等产业
领域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更好发
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

大项目、好项目如何抓？刘体斌建
议，紧紧抓住“制造业”这个工业经济的

“牛鼻子”，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他认为，四川根基在工业，家底在

制造业，但面临着总体水平不高、发展
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企业个体实
力较弱等问题，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从量
变向质变的时期。对此，刘体斌建议，
让工业挑起大梁、制造业扛起大旗，引
导资源要素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
疗健康等优势领域集中集聚。

最后，刘体斌建议在四川清洁能
源、电子信息领域等优势领域，充分发
挥省属国企引领带动作用，实现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针对四川作为
全国清洁能源第一大省，但尚未培育出
一家在全国拥有话语权的本土能源企
业的现象，他建议通过省属国企引领带
动作用，科学统筹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开
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旭强

去年3月，成都市首次向外界提出
“天府蓝网”概念，根据规划，到2025年，
成都将建设完成1000公里天府蓝网，初
步形成全域蓝网骨架体系，打造引领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精品蓝网发展带。

“在岷江流域推进蓝网建设，也是
实现‘两山’转化的创新性探索。”1 月
18日，省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秘
书长杨志萍告诉记者，今年两会期间，
她带来了一份《关于推进岷江流域蓝网
建设的建议》。

“我们充分学习和借鉴了成都市的
‘天府蓝网’概念，同时也借鉴了‘广东碧
道’、‘九水共治’等国内外先进的流域治
理理念。”杨志萍表示，“蓝网建设”突破
了传统模式治水的思路，将关注范围从
单纯的“治水”转变为与水相关的岸线，
以及相关“蓝网”区域进行统筹规划治理
建设，提倡上下游协同治理、跨区域协同
治理、支流干流共同治理等理念。

问题：
传统治理缺乏系统概念

整体效果不佳

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流经都江

堰、成都、眉山、乐山、宜宾等地，是四
川省最重要的流域之一。近年来，四
川省围绕岷江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进行
了大量探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面临一些
问题。

“传统流域治理以水利及治水为
目标，缺乏系统概念，管理机制相对滞
后，整体效果不佳。”杨志萍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岸线环境也逐渐被大众
所重视，以治水为目的的传统思维已
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急需创新流域
治理模式。

同时，常规的“点状”治理对全域影
响较小，延续性较差、成果巩固困难、项
目吸引力低，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及治理效果。而传统的流域治理以公
益性为主，对政府资金依赖性较强，常
见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产生效益周
期长，没有长效的收益来源，后期运维
管理困难。

建议：
推进岷江流域蓝网建设

创新投融资模式

蓝网如何定义？据介绍，蓝网建设
是成都市创新性探索的，以河湖水系为
基础、岸线绿地为关键、滨水空间为核
心，统筹推动自然生态保护、人居环境
改善、多元业态融合、水岸城一体化打
造，彰显文化底蕴、营造生活场景、引领
城市发展的新型治理模式。

杨志萍建议，创新治理新模式，要
以流域为抓手，依托河湖水系脉络和
岸线，谋划滨水空间，营造“青山绿道
蓝网”城市氛围，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实质转换。同时，搭建蓝网
建设顶层体系框架，从政府层面形成

约束和保障，确保蓝网建设推进快速
有序。

蓝网建设面宽量广，与河道、水利
及岸上项目等片区综合发展密不可
分。杨志萍建议，应以“一盘棋”的思
路加快推进总体规划，共建、共治、共
享优化蓝网空间，建设文化休闲漫道、
生态活力滨水经济带等，促进水、产、
域共治。

“蓝网建设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和财力，传统的政府公益性投资已不能
满足蓝网建设的需求，要创新投融资模
式。”杨志萍给出了部分建议，一种方式
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
制，创新生态建设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
投融资机制，有效拓宽投融资渠道。另
外，可以整合金融机构、高端智库、产业
实体、运营企业等单位机构，共同成立

“长江上游产业联盟”，致力打造产业互
补、资本联动的专业化、系统化服务平
台，通过匹配优质资源，嫁接优质社会
资本，聚合产业开发动能，反哺长江上
游综合治理和公益性建设，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省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秘书
长杨志萍

省政协委员杨志萍建议：

推进岷江流域蓝网建设 探索水治理新模式

省政协委员、四川银行董事长林罡

在今年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四川
银行董事长林罡聚焦“绿色金融”，带来了
《着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四川绿色低
碳发展》的提案。林罡表示，金融作为绿
色转型的助推器，发挥着引导和服务的作
用。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业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着力提升
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能力。

针对四川绿色金融发展现状，林罡
在提案中建议：

进一步健全完善与绿色经济相关
的制度规章以及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识别体系，形成清晰统一界定标准。通
过适度政策倾斜、碳减排工具支持等，
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小微创新型企业等，让金融与绿色
经济发展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研究出台绿色金融有关条例和规
范性文件。推动建立强制性、市场化、
法治化的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

露制度，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模板。
着力构建全方位绿色债券体系，

充分运用好国家各项绿色金融政策，
调动各类专业投资者，打造多层次的
市场体系。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打通信
贷市场、资本市场、碳交易市场的资金
高效循环，强化产品服务创新，优化绿
色金融供给。积极推进地方试点，打
造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省政协委员林罡建议：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省政协委员刘体斌：

紧抓工业经济“牛鼻子”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