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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划重点：统筹抓好这几项重点任务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谋划了四川
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实现目标愿
景，进一步分解任务书、路线图尤为重
要。那么，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
章，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将聚焦哪些重点任务？我们一起走进
会场“划重点”。

重点任务1
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战略先导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注意到，
全会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战略先导”
放在重点任务之首，突出教育、科技、人
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地位，对我省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四川是教育大省，但不是教育强
省，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仍然十分突出。”教育厅厅长余孝其说，
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战略先导，抓住了问
题的关键。他说，四川有134所高等学
校，但是仅有8所学校、14个学科进入了

“国家队”，也就是“双一流”行列。下一
步将深化“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动，
加大“双一流”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基础
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落实科技强省建设，中科院光电技
术研究所微细加工光学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马晓亮从全会中找
到了努力的方向。“全会强调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作出优化重组在
川全国重点实验室、打造大科学装置集
群等具体部署。”马晓亮说，下一步将瞄
准基础前沿方向、源头科技供给、战略
必争领域，加快完成重组工作，建设大
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拓展科
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落实人才强省建设，全会作出的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
高地”等部署让代表们印象深刻。在四
川能投集团董事长王诚看来，这对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前
不久，四川能投承接清华控股，成功整
合后者的人才队伍。“1名院士、1名长江
学者、34名博士，令我们的高端创新人
才数量实现了倍增。”王诚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胡斌
表示，将深入实施学术技术带头人制
度、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天府学者”
特聘专家项目、“天府工匠”培养工程
等，大力引进高质量的专家人才，培养
高素质的技能川军，为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撑。

重点任务2
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根本动力

代表们纷纷认为，四川不靠海不沿
边，要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必须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

改革，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

“实施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转
型行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省国资委主任冯文生说，国资国
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牵引效应，将精心谋
划实施好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
专项行动，着力抓好战略性重组、专业
化整合，力争再培育几个具有全国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大产业大集团。

“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陈凯说，民营经济是四川
的一块明显短板，也是潜力所在，将围
绕融资增信、降本减负、惠企服务直达、
转企升规、多元化解纠纷等方面开展县
域民营经济改革试点，破除体制性障
碍，打通机制性梗阻，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开放，要持续深化“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商务厅厅长徐一心标注出全会
提出的开放路径——“全力推进开放
大通道建设，全方位深化开放合作，全
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他看来，
接下来将把实施开放平台提能工程作
为主攻方向。“今年全省外贸保持稳定
增长，有望实现破万亿的目标。”徐一
心说，但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外
贸已经出现瓶颈，正处于创新转型关
键期。“我们将更好统筹流动型开放和
制度型开放，协同推进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以对外贸易引领开放，建设贸
易强省。”

重点任务3
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重要保障

全会提出，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作为重要保障，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
度体系，以法治维护人民权益，积极发
展基层民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
平。

如何抓落实？有代表圈出了高质
量建设天府中央法务区的重点。设立
天府中央法务区，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战略深入实施的重要抓手，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先行先试、开拓创新
的特殊意义。天府中央法务区运行一
年多来，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出
明显成效，未来如何更高水平建设，是

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全会作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

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的部署，让共青
团四川省委书记唐经天备感振奋。“我
们将强化总体设计，推动出台青年发展
型省份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唐经天
说，计划在现有2个市、4个县（区）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全国试点的基础上，推
进一批省级试点城市建设，推动工作全
面提速、整体成势。

重点任务4
把文化自信自强作为持久精神力量

全会达成共识，推动四川现代化建
设，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省工作的突
出位置来抓，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
力，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

“推动巴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
当其时。”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戴允康表
示，一方面将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实施国家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
战略，深化天府旅游名县、天府旅游名
牌创建，推动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加快
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打造名扬天
下、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另一方面将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力度，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保护和提升以三苏祠、李
白故里、杜甫草堂等为代表的巴蜀文
化遗产。

全会明确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作为四川文艺战线的一员，
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文云英感到重
任在肩。“展现四川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担当，积极传播中国声音，努力讲好四
川故事，为构建与文化自信自强相匹配
的话语体系贡献智慧。”

重点任务5
把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作为价值取向

在分组讨论中，“共同富裕”是热词
之一。代表们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更多
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推动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川人民。

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正红表示，将尽
快启动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抓紧制定
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和举措，构建
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
政策体系，为全省实现共同富裕探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胡斌表示，
将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兜底帮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四川还将
推进健康四川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提
供方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
及性。

重点任务6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鲜明导向

代表们一致认为，要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四川永续发展的战略位置，协同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

“减污降碳扩绿助增长”，生态环境
厅厅长钟承林用9个字概括了四川绿
色发展的路径。他进一步解释，减污，
是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降
碳，将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完善
能源消耗总量调控；扩绿，开展美丽四
川建设示范试点，高质量建设大熊猫、
若尔盖国家公园；助增长，完善生态价
值的补偿机制，助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
值转化。

省林草局局长李天满表示，将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绘就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的美丽四川画卷。

达州市委书记邵革军看到了绿色
低碳产业的机会。他说，达州发展最大
的潜力和优势是拥有天然气、锂钾两大
战略资源，将加快建设万达开天然气锂
钾综合利用集聚区，集聚优质要素、培
育优势产业，加快推动达州从“资源产
出地”到“产业崛起地”转变。

重点任务7
把防风险、保安全作为底线任务

全会提出，把防风险、保安全作为
底线任务，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
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四川，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

今夏高温干旱天气，电力保供成为
突出问题。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
长谭洪恩表示，要把加强能源保供的安
全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守住民生用
电的底线，加快推动完善全省电源电网
布局。对内，提速电网建设，尽早完成
提档升级，推动成都等负荷中心的天然
气、抽蓄等电源建设；对外，加强向国家
部委汇报沟通，与甘肃等送端省份对
接，争取西藏、西北电力入川通道尽早
纳入国家规划。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忆吴浩 吴忧

（上接03版）
还要留住文化的根脉。“城乡建

设中，有些能变，有些不能变。”内江
市委书记邹自景介绍，针对当地老城
区面积偏大、农村面貌相对落后的现
状，内江正在筹划启动“美乡优城”行
动。行动的主要思路，是在整体保留
老城区和乡村风貌的基础上，因势利
导地修缮与保护，“绝不搞大拆大建、
整齐划一。”

五区共兴
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同步实现现代化

四川地域广阔、差异明显，如何立
足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差异，高水
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省委全会给出答案：要推动优势地
区更好发展、生态功能区更好保护、欠
发达地区加快追赶。

成都都市圈建设，把更好发展的着
力点放在了共建立体交通通勤圈、现代
化都市产业圈、开放合作朋友圈、城乡
融合优质生活圈上。

资阳市市长王善平分享了一组数
据：截至目前，安岳渝成制鞋产业园、乐
至万贯鞋业产业园已签约承接成都鞋
企转移330户，前三季度产值达45亿
元。在他看来，一年来的经验表明，随
着基础设施一张网、产业协作一盘棋、
政策设计一体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从
规划走进现实，都市圈的综合实力和带
动能力将会加速提升。

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也是与会人员
的热议话题。“生态是我们最大的优
势，必须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阿坝州州长罗振华说，大熊猫国
家公园、若尔盖国家公园、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四川段）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阿坝段）均在阿坝境内有规划布
局。作为生态保护的更高范式，国家
公园的推进建设，将有助于阿坝进一
步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
起来。

欠发达地区也看到了追赶契机。
省委全会提出，将革命老区、脱贫地区、
民族地区和盆周山区作为重点帮扶区
域。这让甘孜州州长冯发贵吃下了“定
心丸”。

冯发贵说，作为曾经的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甘孜属于典型的底子薄、基础
差、欠发达。而在现代化建设之路上，
通过重点帮扶和先发带动后发、先富帮
后富，甘孜有信心也有决心缩小与全省
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信心和决心，同样是巴中市市长高
鹏凌分组讨论总抓手时的关键词。“我
相信，只要立足本地实际，厘清轻重缓
急、明确主攻方向，就能在加快建设全
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上跑出‘加
速度’。”他说，接下来，当地将每年抓好
几件大事要事，把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
为美好现实。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成栋王眉灵
文露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