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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化建设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

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

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全会主要任务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明确：

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化建设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之际，11月28日至29日，省委
十二届二次全会在成都举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9100万巴蜀儿女无比期待，四川如
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现代化建
设？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给出明确答
案：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
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治蜀兴川总体
工作布局，努力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
势、符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
国家全局的现代化之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形成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
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为我们在新时代
新征程谋划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方向指引。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与会
代表认为，省委全会把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主题，紧紧围绕
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化建设
这条主线谋篇布局，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在四川具体化，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度政治自觉。

大家注意到，为了站在更高起点上
谋划未来发展，省委先期列出22个重点
课题，由省领导牵头开展调查研究，形
成一批高质量调研成果，对四川省情实
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省委研判，四川现代化建设之路
是一个多重任务叠加、多重目标协同、
多重路径并行的共进过程，必须从战略
上进行系统谋划推动，更好适应新阶段
新任务新要求。

全会文件中的一些表述令人豁然
开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是新时代治蜀兴川的总目标总任务；要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
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
总抓手，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
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在新的征程上奋
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大家认为，这些总目标总任务、总牵
引、总抓手、总思路，与党的二十大精神高
度契合，承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
署，共同构成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总体
布局，让治蜀兴川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方向更加明确、目标更加催人奋进。

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说，省委全会
给出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促进区域协同共兴的系统解
法，在四川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凉山州委书记段毅君认为，省委全
会把中央精神与四川工作结合起来，把

发展使命与群众期盼结合起来，科学绘
制了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美好蓝图。

乐山市委书记马波表示，四川现代
化建设的目标愿景，让各市（州）都能找
到解答现代化建设“方程式”的路径举
措，争相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国家能源集团四川发电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平说，在川央企一定把
握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助力四
川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全面跃升的
目标早日实现。

服务全局与自身发展相统一
在更高战略维度塑造发展新优势

讨论省委全会重大部署，与会代表
认为，坚持服务全局与自身发展相统一
是省委决策的一个鲜明特点。四川在
全国的战略地位重要，回答好新征程

“谱写什么样的发展新篇章、怎样谱写
发展新篇章”这一课题，必须将四川现
代化建设放在“两个大局”下审视，在服
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全局中加快高质量
发展。

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正红对全会指
出的四川必须扛起的“六个担当”感触

颇深，“把握十分精准，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被与会代表反复提及的时代使命
是——担当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时代使命，担当维护国家经济和
产业安全的时代使命，担当保障国家重
要初级产品供给的时代使命，担当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时代使命，担当助推构
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时代使命，担当服
务国家治边稳藏的时代使命。“‘六个担
当’紧密联系实际，系统阐述了四川怎
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等重大问题。”资
阳市委书记元方说。

就科技而言，四川创新资源富集，
有134所高等学校、64名两院院士、
2000余个各类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就
产业而言，四川工业门类齐全、优势产
品众多，农业上享有“粮猪安天下”的美
誉，在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就生态而言，四川是
全国唯一一个长江黄河干流都流经的
省份；就区位而言，四川是支撑“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交汇
点和核心腹地……

大家认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有比较
优势，也有短板弱项，更有许多有利条
件。特别是随着多项国家重大战略在
川叠加，四川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造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重要支撑地、形成先进
制造完整产业链重要集聚地、建强重要
物资和战略资源储备供应保障地、筑牢
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功能重要承载地、构
筑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基地、巩固实
现稳藏安康和经略周边的战略要地等
方面大有可为。

“省委全会紧扣国家所需和四川所
能，进一步对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强化
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加快民生社会事
业发展、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等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四川现
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省档案馆馆长祝
云说，这些部署有利于在更高战略维度、
更广空间尺度上塑造我省发展新优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守帅

如何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
章？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提出：要以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
抓手，统揽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

“四化同步”重在解决发展路径和
内驱动力的问题，“城乡融合”重在重构
城乡关系、塑造良好发展生态，“五区共
兴”重在全域协同联动、在缩小地区差
距中同步实现现代化，三者相互促进、
互为依托，共同构成推进四川现代化建
设的四梁八柱。

如何认识总抓手、把握总抓手？与
会代表展开讨论。

四化同步
是发展路径，也是内驱动力

省委全会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时间上
同步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耦
合叠加。

为什么要“同步”？如何“一体”“叠
加”？

四个“正在”，被与会者反复提及：
全省工业化正在向中后期加速转型，但

存在占比下降过快等情况；城镇化进程
正在加快，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关键
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农业现代化
正在提质增效，但新形势新任务对全省

“三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信息化动能
正在释放，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和人口大
省拥有巨大市场潜力。

立足省情实际，四川如何推进“四
化同步”？

“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
段，要以工业为主擎建设具有四川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眉山市市长黄河说，
围绕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
目标，眉山将推动动力电池等新型产业建
圈强链，推进食品饮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确保工业增速跑赢经济增速。

“去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达1.9万
亿元，不到广东的1/3、江苏的1/2。”会
上，一组关于信息化的数据引起热议。

怎样缩小差距？“抓住机遇，在新赛
道上奋起直追。”雅安市市长彭映梅说，
年初，成渝被明确为8个国家算力枢纽
节点之一。应趁机加快补齐短板，推动
企业和经济社会信息化。

“新型城镇化更要量质并重。”住建
厅厅长田文说，“量”，就是要力争到
2027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3%；“质”，就是强化城市与周边城镇、
特色小镇的协作力度，在全省加快形成
更完善的城镇化布局。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如何推进农业
现代化？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表示，
结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新时代打造
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等重点任务，四
川将综合施策稳定增加粮食产量，建好
现代农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同步推动农
旅融合等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城乡融合
重构城乡关系，塑造良好发展生态

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统计显示，去年，全省农村户籍人
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7575元、与城镇居民收入
比正在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处于深度融
合阶段。对此，省委全会认为，四川实
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怎样聚焦重点、攻克难点？

此前，国家曾明确，今后15年是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的窗口期。在与会代表看来，必
须要抓住窗口期，实现工业和农业、城
市和乡村一体谋划、一体布局。

产业是“先手棋”。“以城带乡、以工促
农需要布好局、搭平台。”广安市委书记张
彤认为，产业融合的主要方式是城市带动
乡村。因此，必须立足本地人口分布等实
际，优化城乡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建好产
业园区等载体，以承担产业融合重任。

改革是破解问题的“关键一招”。
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常
务副主任李文星表示，改革的目标是完
善土地制度等产权制度，健全城乡要素
双向流通机制，“把资源变资产，把资产
变资本。”

生态这条红线必须筑牢。“规划先
行，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自然资源厅
负责人透露，四川正在结合现有的城市
规划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特点之
一，就是严格区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和生态空间，“不得随意更改、破坏。”

（下转04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的总抓手

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