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跃升。“一中心一方案”
支持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一区一
策”推动省级新区打造区域发展新增长极，
支持重要节点城市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支持
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
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
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
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

如何“一中心一方案”加快培育省域
经济副中心？三大省域经济副中心谁会
率先突围？省两会期间，来自绵阳、泸
州、南充的省人大代表围绕该话题进行
讨论，为“一中心一方案”建言献策。

冯中兵：
以科技立市

力争率先建成省域经济副中心

省域经济副中心，意味着要在区域
内不断提高经济总量，起到领头羊作
用。省人大代表，绵阳科技城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绵阳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中兵表示，未
来五年，绵阳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
三个千亿台阶，经济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1个百分点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12万元，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
7000亿元，率先建成省域经济副中心，
基本建成成渝经济副中心。

事实上，在省域经济副中心部署提
出以后，绵阳以“科技立市”，将赛道锁
定在高科技产业集群上，以科技创新赋
能产业提质升级。不仅如此，针对成渝
经济副中心的发展目标，绵阳从六个方
面进行谋划，提出未来五年要建成成渝
科创副中心、经济副中心、消费副中心、
金融副中心、教育文化医疗副中心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的发展方向。

实现路径方面，冯中兵透露，绵阳
将深入实施“五市战略”，坚持把高质量
发展作为绵阳现代化建设首要任务，全
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努力干
出绵阳发展新天地。

具体而言，深入实施科技立市战
略，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区。将
科技创新作为绵阳立市之基，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高质量发
展核心优势。

深入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产业发展作为强

市之本，进一步做优产业布局、做实产
业园区、做强主导产业、做全产业链条、
做响品牌品质，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整体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筑牢高质
量发展关键支撑。

深入实施开放活市战略，加快打造
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将绵阳全域开
放作为活市之源，以大开放促进大发
展，塑造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在更高
层次、更大范围集聚资源要素，走好高
质量发展必由之路。

深入实施人才兴市战略，加快建设
创新人才集聚地。将人才作为绵阳兴
市之要，全面升级“引育留用”人才工作
体系，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快建设
国防科工人才高地，汇聚高质量发展智
慧力量。

深入实施生态美市战略，加快建设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将绿色生态作为
绵阳美市之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
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

何洪波：
建议出台政策支持泸州宜宾
共建世界优质白酒产业集群

“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赋予泸州、
宜宾新的发展定位和历史使命，为两地
深化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省人大代表，泸州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洪波说，泸州已密切
加强与宜宾的协作联动，深入谋划组团
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发展模式、
重点领域和工作路径。

近年来，泸州、宜宾的食品饮料、化工
轻纺、机械制造等传统特色优势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2018年以
来，两地协同共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清
洁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联盟，产业
交往频次频繁，贸易体量居川南之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中心一方案”
支持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对此，
何洪波建议，省委、省政府加强对两地组
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组织领
导，完善省领导任组长的推进机制，并制
定专项配套政策措施，在资金安排、资源
配置、要素保障、人才引进、试点示范等
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和重点保障，为两地
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提供强大
的政策引领力和发展支撑力。

其次，在产业布局、基础建设、开放
平台等方面精准赋能，加快提升两地的
城市能级和区域辐射服务能力。统筹两
地的产业发展布局，出台支持共建世界
优质白酒产业集群的指导意见或政策体
系。支持两地竹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支
持碳汇改革。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支
持，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叙毕铁路、渝叙
筠高速、江津经泸州至宜宾高速、G353
线（泸州至江阳区江北镇段）等重点项目
建设。争取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支持，推进泸州—宜宾一体化综合交通
枢纽交通强市试点建设。

徐坚：
优化全省重大生产力布局

支持省域经济副中心错位发展

“目前，我们积极推进南充—达州
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并召
开了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建立了决
策、协调、执行机制，签订了一批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了一批重大合作事项，正
全力打造川东北经济增长极，为培育川
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尽快成势。”省人

大代表，南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徐坚从工作机制、政策配套、
战略支撑三个层面对省域经济副中心
的建设建言献策。

工作机制方面，徐坚建议建立健全
省级领导推进机制。提升省域经济副
中心培育建设综合管理层级，在组织领
导、工作统筹、工作执行上寻求突破，形
成系统工作推进机制。一是强化组织
领导。在五大片区工作推进机制基础
上，明确一位省领导牵头负责南充—达
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高
位推动相关工作。二是强化工作统
筹。省级层面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政策
研究和顶层设计，将培育建设省域经济
副中心作为全省重点工作系统谋划、统
筹推进。三是强化协同执行。建立省、
市、县纵向推进联动机制，加强执行效
果评估考核，形成多角度全领域推动培
育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工作常态。

政策配套层面，徐坚建议制定专项
保障综合政策体系。对标省域经济副
中心功能定位，汇聚部门和行业领域合
力，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寻求重
点突破，形成一个区域一套针对性动态
政策保障体系，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形
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协同良性发展格局。

战略支撑层面，徐坚建议立足地方
优势培育突破点。他表示，当前，南充
立足实际，正积极推进建设区域制造、
金融、交通物流、教育体育、医疗卫生、
文化旅游、优质农产品进出口集散中心
等7个区域中心，建议充分考虑省域经
济副中心城市资源禀赋，突出各地产业
优势，进一步优化全省重大生产力布
局，支持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错位发
展、强势崛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陈彦霏

如何“一中心一方案”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省人大代表热议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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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兰楠）1月15日，记者从省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大会秘书处议案建议组了
解到，截至大会规定的代表提出议案截
止时间，本次大会共收到议案13件。其
中，立法方面的议案12件，监督方面的
议案1件。经审查确认，13件议案均符
合规定，议案内容主要集中在制定或修
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职业教育、人力
资源、耕地保护、网络安全、城乡规划、
公共法律服务、地震预警管理等方面的
地方性法规和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相关监督工作。

突出地方特色，探索精准精细立
法。代表们提出，希望通过制定《四川
省川菜发展促进条例》，加快我省川菜
产业发展，传承弘扬川菜文化，擦亮川
菜“金字招牌”。代表们认为，要通过建
立完善体制、健全协调机制，解决川菜
产业发展过程中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
体之间的矛盾，完善川菜标准体系、夯
实川菜产业基础、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培养专业川菜人才。要明确政府及有
关部门在产业发展各环节的职能职责，
为川菜产业有序发展提供更清晰指引。

围绕推进法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

能力，代表们呼吁尽快制定《四川省公
共法律服务条例》，推进我省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通过立法，把
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章制度，
解决我省公共法律服务实践过程中的
现实问题，强化法治保障，推动依法行
政，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代
表们还关注到网络安全的问题，建议
制定《四川省网络安全条例》，推进我
省网络安全建设，强化安全责任、落实
安全制度，做好病毒治理，加强数据系
统管理，开展网络安全教育，促进网络

绿色化、健康化、安全化。
聚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代表们建

议制定《四川省职业教育条例》，以满足
我省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的需要，在职
业学校关键能力建设、产教融合、职普
融通等方面推动改革突破，为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代表们还希
望，通过推动地震预警管理等地方性法
规的立法进程，提高全省防震减灾综合
能力。通过进一步细化地震预警系统
建设、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地震预警保
障措施等，确保地震预警发挥最大的减
灾效果。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收到议案1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