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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关注“乙类乙管”

隆冬时节，在川蜀大地一个个重点
项目的施工现场，建设热度丝毫不减。
锂电项目初具雏形、物流基地展露轮廓
……处处是人们傲雪斗霜的热闹景象。

当前，西部经济大省四川正在全力
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打造带动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实体经济坚持“高质量”

最近，四川省委、省政府对第一季度
总投资7483.7亿元的423个重大项目进
行现场推进。其中许多项目聚焦补短
板、增后劲、惠民生，是今后一段时期经
济新的增长点。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泸州市委书
记杨林兴说，泸州以现场推进为契机，大
抓项目建设、狠抓有效投资，实施在建项
目“一项目一专班”挂图作战。绵阳市市
长李云说，绵阳去年新引进的7个百亿
级制造业项目已开工6个，当地以“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劲头，力争
实现今年“开门红”目标。

四川抓项目促投资稳经济，投资始
终保持一定强度，带动实体经济稳中求
进。四川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月
至11月，四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4%。

去年11月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二届
二次全会强调，担当服务国家全局的时
代使命，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四川省经信厅
厅长翟刚说，四川重点推动优势产业高
端化发展，力争2027年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食品轻纺、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医
药健康6个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在2021
年基础上翻一番，支撑工业规模达到10
万亿元。同时，培育和建设软件与信息
服务、高端能源装备、新型显示和智能终
端，以及先进航空装备、新能源材料、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国家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力争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特色消费品等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

“五区共兴”区域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四川区域间发展不平
衡。成都“一城独大”，其他地区与之相
比差距明显。

一枝独秀不是春。四川省委提出，大
力推进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经济
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五区共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备说，“五
区共兴”一是建强动能更充沛的现代化
成都都市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主
引擎；二是做强支撑更有力的次级增长

极，提升区域发展带动力；三是推动欠发
达地区跨越发展，形成全域协同联动新
格局。

“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四
川盆地周边山区大部分属于欠发达地区，
发展基础薄弱、历史欠账多。要把这些地
方作为重点帮扶区域，加快补齐发展短
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郑备说。

广元市聚力打造中国绿色铝都，建
设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当地正在建设的广汇物流煤炭储备
基地项目，总投资55亿元，将建成辐射
全省各地的煤炭、铝锭等大宗商品集散
中心。

绵阳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区，加
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建设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南向开
放枢纽门户；泸州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
枢纽城市和区域医药健康中心。全国
60%核电机组用的“德阳造”，70%高铁
钢轨产自攀枝花。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四川深化改革开放，为高质量发展
增添动力。以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改革为例，是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一项牵引性改革。

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唐

家文说，通过这项改革，当地已投运跨省
域税费征管服务中心、跨省域办电中
心。对于四川、重庆的某项政策，企业认
为哪边对自己更有利，就可以自主选择
更有利的政策。

不沿边不靠海的四川，以国际大通
道为依托，推进对外开放。去年12月26
日，全长915公里的新成昆铁路全线通
车。成都到云南昆明的铁路客运时间，
由过去的19个小时缩短至7个半小时。

四川加快构建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
道，强化中欧班列成都集结中心功能，成
都双流、天府“双机场”拓展洲际10小时
和亚洲5小时航程圈。

中日（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
开放合作示范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李玉萍说，成都利用国际大
通道运力资源及进境指定监管场地功
能，推动国际产能、贸易向成都转移，提
升“买全球卖全球”能力。

成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1月至11
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220.5亿
元，同比增长8.2%。

四川省委明确，今年将持续深化“四
向拓展、全域开放”，用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机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
资。 （据新华社成都1月12日电）

全力以赴拼经济
——四川稳中求进坚持高质量发展

出生仅12天的危重患儿 经20天救治康复出院
近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小橙子（化名）经该院医护团队
20天全力救治，康复出院了。

“孩子出生才12天就住进了ICU，全
家非常揪心。今天孩子能康复出院，十
分感谢省医院，感谢给宝宝治病的全体
医护人员。”谈起这些日子的经历，小橙
子的父母非常激动。

紧急：出生12天的患儿病重入院

2022年12月17日，省医院儿科发
热门诊接诊了一名出生仅12天的发烧
患儿。当时，患儿体温高达38.5℃，吐
奶、呛奶频繁，食量也比往常少了一半，
孩子的多名家人感染新冠。

患儿的情况引起了接诊医生白小红
的高度警惕。“不满3月龄的小婴儿，体温
超过38℃，要警惕脓毒症；新生儿吐奶、呛

奶，有可能是肺炎表现，需要立即入院。”
患儿随即入住新生儿ICU，不到3个

小时，患儿就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呼吸困
难、气促、呻吟及三凹征等。根据患儿胸
部X线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等
情况，省医院新生儿ICU专业组长、主任
医师李茂军判断：“新冠诊断已经明确，
患儿为新生儿，属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
极易发展为重症，医疗组、呼吸治疗师、
护理组需密切配合，全力救治。”一场生
命营救随即展开。

医疗组立即给予患儿无创呼吸机、
干扰素雾化等一系列治疗。然而，患儿
呼吸困难症状却无明显好转，出现了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表现。

“即便呼吸机提高到40%-45%的
较高氧浓度，也仅能勉强维持患儿血氧
饱和度在90%左右，复查血气分析，有明

显的二氧化碳潴留，要高度警惕进展为
‘白肺’。”参与救治的省医院儿科副主任
医师阳倩说。

经省医院新冠病毒感染临床救治专
家组进一步明确，患儿系新冠危重型。
尽管此前省医院也收治过不少新冠感染
患儿，但遇到这种危重型患儿还是头一
回，在全省也属罕见。

抢救：全力以赴救治患儿转危为安

阳倩说，当时用了许多治疗手段，患
儿的病情却并未按期盼那样稳定下来，
这让大家既困惑又揪心。

危急时刻，省医院儿科举全科之力，
迅速组织疑难病例大讨论，不断寻找突
破方向，最终确定了新的综合治疗方案；
同时向医院重症医学中心报备——患儿
随时可能需要上体外膜肺氧合（ECMO）

支持治疗。
在呼吸机高频通气治疗4天后，患

儿呼吸窘迫症状终于明显缓解。“胸片显
示患儿的‘白肺’面积在缩小，气道分泌
物也变得容易吸出，呼吸系统之外的其
他脏器功能指标也在一点点地恢复正
常。”参与救治的省医院医生刘坤珍说。

呼吸机高频通气治疗8天后，改为常
频通气；又过了3天，患儿各项指标持续
好转，随后进入脱机拔管治疗流程——拔
除气管导管、改有创通气为无创通气；继
续治疗6天，再脱机观察2天后，患儿已能
正常进食，达到出院指标痊愈出院。

新生儿是非常脆弱的人群，病情瞬
息万变，进食和输液都很困难。20天里，
省医院医护团队陪伴在患儿身旁，昼夜
不歇、精心护理，患儿才得以康复。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石小宏

1月12日晚，四川疾控发布提示，短
期内农村地区返乡人员大量增加，农村
地区新冠疫情的传播风险大大增加，
建议居民欢度佳节同时，务必重视疫情
防控。

四川疾控专家提醒，返乡前后，返乡
人员如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新冠
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暂不出行，待康复
后再出行；出行前准备一些口罩、手部
消毒剂等防护用品及干湿消毒纸巾、抗
原检测试剂、常规药物等；返乡途中加
强个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保持手卫
生，咳嗽打喷嚏时不要取下口罩，减少在

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时间、次数；返乡初
期要加强自身及家人防护，减少与家中
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者接触，暂时不聚
集、不聚餐。

专家还建议，农村地区居民应多关
注官方信息，保持良好心态，不信谣、不
传谣、不恐慌；如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
关症状，务必及时到村卫生室、乡镇卫
生院就医咨询；适量储备医疗和防疫物
资。阳性人员应单独居住，其他家庭成
员加强防护，分开就餐，不共用餐饮具、
脸盆等生活用品；减少与他人接触，必
须接触时双方均要规范佩戴口罩；居家

治疗要科学用药，不过量服药，症状加重
及时就医。

个人防护方面，专家提醒，居民在集
市、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在医
疗机构就医或出现发热等症状时，要规
范佩戴口罩，务必完全盖住口、鼻和下
巴；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须立即更
换；公共场所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安全
距离。

卫生习惯方面，倡导文明就餐，走亲
访友提倡使用公筷公勺；咳嗽、打喷嚏时
要用纸巾或肘部遮掩口鼻；坚决杜绝随

地吐痰、擤鼻涕；保持手卫生，避免用未
清洗的双手触摸口、眼、鼻及口罩内部，
外出回家后、准备食物前、饮食前、照顾
老人儿童前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搓揉
至少20秒，再用水冲洗干净。

环境卫生方面，专家建议，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和干净整洁，不要因室外寒冷
而长时间关闭门窗，在注意防寒的情况
下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约30分
钟；对门把手等人员接触较多的物体表
面进行适度消毒；主动维护公共场所环
境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冯

四川疾控发布提示

返乡初期减少与老年人接触 暂时不聚集不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