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
英）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四川
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受春节
节日效应影响，2月四川居民消
费价格整体呈现温和上涨、低位
运行态势。

2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0.6%，涨幅
较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其
中：城市上涨 0.8%，农村上涨
0.2%；食品价格下降 5.5%，非
食品价格上涨2.2%；消费品价
格上涨 0.1%，服务价格上涨
1.4%。

具体来看，食品烟酒类价格
同比下降3.0%，影响CPI下降约
0.93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
上涨 2.9%，食用油价格下降
3.1%，鲜菜价格上涨2.0%，猪肉
价格下降43.1%，影响CPI下降
约1.26个百分点；禽肉类价格下
降0.9%，水产品价格上涨8.5%，
鲜果价格上涨8.0%，酒类价格
上涨5.1%。

其他七大类均呈不同程度
的上涨态势。按照涨幅排序分
别为，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上
涨5.8%、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
格同比上涨2.9%、衣着类价格
同比上涨1.5%、居住类价格同
比上涨1.4%、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价格同比上涨0.8%、生活用
品 及 服 务 类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0.7%、医疗保健类价格同比上涨
0.5%。

从环比来看，2月四川CPI
环比上涨0.8%，涨幅较上月扩
大0.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
涨0.9%，农村上涨0.7%；食品价
格上涨2.0%，非食品价格上涨
0.6%；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
务价格上涨0.5%。

2月四川CPI
同比上涨0.6%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超四成

餐饮业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餐饮企
业免费开展员工定期核酸检测，对
企业防疫、消杀支出给予补贴支持。

零售业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零售企
业免费开展员工定期核酸检测，
对企业防疫、消杀支出给予补贴
支持。

旅游业

2022年继续实施旅行社暂退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扶持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维持80%的
暂退比例。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

2022 年免征轮客渡、公交客
运、地铁、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
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

部分纾困扶持措施近年来，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对服
务业尤其是接触性、集聚性服务业冲击
很大，导致服务业复苏相对滞后，不少企
业面临经营困难等现状。

为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
关，3月10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等15
个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贯彻落实促进服
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从8个方面，包括服务业普惠
性纾困扶持措施，餐饮业、零售业、旅游
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民航业纾困扶
持措施，以及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保
障措施，共推出43条具体措施，为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提供针对性帮扶。

12条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
涵盖税收减免、金融帮扶等

《方案》出台了12条针对服务业的
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主要涵盖税收减
免、金融帮扶、房租减免、失业和工商保
险费率降低等。

在减征、减免税费方面，四川将继续
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2022
年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

抵扣进项税额继续分别按10%和15%加
计抵减应纳税额。扩大“六税两费”适用
范围，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展至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符合条件的
服务业市场主体可以享受。

同时，明确四川年内被列为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
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
屋，可减免6个月租金，其他地区减免3
个月租金，对有失信行为中小微服务业
企业按规定重塑信用。

出台多个行业措施
精准发力助力企业脱困

在餐饮业和零售业纾困扶持措施方
面，《方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餐
饮企业和零售企业免费开展员工定期核
酸检测，对企业防疫、消杀支出给予补贴
支持。2022年原则上对餐饮企业、零售
企业员工定期核酸检测按不低于50%的
比例给予补贴支持。

不仅如此，2022年，餐饮行业、零售企
业以单位方式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
企业，可申请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期限不超过一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除了餐饮服务业以及零售行业，《方

案》还针对旅游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业，民航业出台了措施，精准发力，助力
企业脱困。

针对旅游业，2022年将继续实施旅
行社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扶持政
策，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维持80%的暂
退比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提高
暂退比例。

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
预期发展前景较好的A级旅游景区、旅
游度假区等重点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加
大信贷投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

针对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以及民航
业，2022年将暂停相关企业预缴增值税
1年。2022年免征轮客渡、公交客运、地
铁、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等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增值税。

四川还将统筹资源，加大对民航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继续通过民
航发展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航空航线、安
全能力建设等予以补贴。继续通过民航
发展基金等对符合条件的中小机场和直
属机场运营、安全能力建设等予以补贴，
对民航基础设施贷款予以贴息，对机场
和空管等项目建设予以投资补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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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3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成都都市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25011.9 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
46.4%。

2021年11月29日，四川省政府正
式印发《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下称《规
划》）。这是继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
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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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
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将突破3.3万亿元。

区域引领作用增强

成都都市圈极核功能凸显。2021
年，成都都市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25011.9亿元，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比重达33.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主干能级持续提升，成都都市圈经
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为46.4%，比上年
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成都地区生产总
值接近2万亿元，占全省比重达37%，比
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引领带动作用突出，成都都市圈经
济总量比上年增长8.6%，增速比全省平
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发展水平实现新
突破，人均GDP迈上8万元台阶、达1.3万
美元，达到全球中等收入地区水平。

协作共兴的产业圈

《规划》提出：到2025年，成都都市
圈经济总量突破3.3万亿元。如何实现
目标？产业协作共兴是关键！

成都都市圈依托“三区三带”，加强
产业分工协作，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
整合构建电子信息、医药健康等跨区域
产业生态圈和重点产业链，现代产业竞
争力不断提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2021
年，成都都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11.1%，增速比全省高1.3个百
分点；制造业增加值5495.2亿元，增长
9.6%，增速比全省高 0.3 个百分点，占
GDP的比重为22%，比上年提高了0.7

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成都都市圈服

务业增加值15487.9亿元，增长9%，增速
比全省高0.1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达
54.8%，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产业发展后劲足，成都都市圈工业投
资增长11.9%，增速比全省高2.2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0.5%，技
改投资增长20%，分别比全省高1.6个、
2.5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支撑强劲，本土世界500强
企业实现零的突破，成都市场主体总量超
过300万户、居副省级城市第2位。

开放合作的朋友圈

成都都市圈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重要交汇点，如何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与更多的朋友共谋合作，共话未来？

一方面，成都都市圈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全力推动消费模式、消费业态、消费场景升
级，实现消费能级与品质双提升。2021
年，成都都市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

万亿元，达11336.8亿元，占全省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比重分别为47%、32.8%。

另一方面，成都都市圈加快打造高能级
开放平台，着力提升开放合作水平。2021
年，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运，成都成为我国内
地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双流国际
机场旅客吞吐量居全国第2位；中欧班列成
都国际铁路港和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初步实
现两港一体化运营，境外城市站点增加10
个、达 68 个；成都都市圈外贸依存度达
33.9%，比全省高16.2个百分点。

快捷高效的通勤圈

2021年10月26日，成都天府通APP扫
码乘车功能在眉山正式上线运行。此次上线
也意味着成德眉资的市民可在四市实现公
交、地铁的无缝对接，便捷乘车。

成都都市圈着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已基本形成高
铁半小时、高速1小时通勤圈。高效率交通
网络密度不断提高，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
路全线通车，城际断头路打通项目加快启动
实施。坚持推进动车公交化，成都都市圈日
开行动车达120对，平均最短运行时间23分
钟。交通服务同城持续深化，稳定开行10条
跨市公交，天府通在都市圈实现一卡通刷、一
码通乘、优惠共享。

便利共享的生活圈

在教育方面，成都都市圈统筹教育资源跨
市配置，推动“教育+互联网”发展，成都优质
网教资源覆盖德眉资学校近150所。

在医疗方面，跨地区、跨机构就医实现
“一码通”，加速推进医联体建设及医疗资源
共享。在社会保障方面，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服务网络不断扩大，在全国率先实现职工医
保参保关系异地转移“一站式”通办，首创都
市圈住房公积金同城化贷款异地使用政策。

在文化体育方面，联合打造三星堆、大熊
猫等天府文化名片，实现图书馆文献通借通
还，加强体育赛事和户外运动资源统一规划
开发。在政务服务方面，共同发布都市圈营
商环境宣言，10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同城无差别受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四川出台43条措施为服务业纾困

◎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比重达33.8%，比上年提高0.1个
百分点。

◎占全省的比重为46.4%，比
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11.1%，增速比全省高1.3个百分点

●制造业增加值5495.2亿元，增
长9.6%，增速比全省高0.3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加值15487.9亿元，
增长9%，增速比全省高0.1个百分点

2021年成都都市圈GDP突破2.5万亿元
成都都市圈2021年经济数据

GDP：25011.9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