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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
力，推动市场主体持续高质量发展，1
月1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
的“榜样中国·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响
力人物活动”正式启动。

回首2022年，四川有哪些“拼经济
搞建设”的典型榜样、推动经济稳定向
好的新兴力量？展望2023年，各行各业
如何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1月19日，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省社
科院研究员盛毅就此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全力以赴
经济发展展现良好韧性

“过去一年，四川聚焦实体经济，
抓项目、促投资、促消费，广大企业在
拼经济搞建设的战场上全力以赴，经
济发展整体稳中有进。”回顾四川2022
年的经济发展，盛毅深感来之不易。

对四川在困难面前“拼”的精神，
盛毅娓娓道来。

在政策上，四川密集出台稳增长
30条、投资7条、工业14条、消费6条、
稳就业15条等支持性政策措施，实施

“决战四季度、大干一百天”攻坚行
动。在政策力促下，四川投资始终保
持一定强度。数据显示，去年四川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4%，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为
稳住经济大盘作出突出贡献。

“拼”的劲头，在产业发展上更明
显。盛毅表示，2022年，作为四川两
大万亿级规模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快
速增长，食品饮料产业中的酒类等
传统优势企业在困难格局下努力实
现较好业绩。

新兴产业持续壮大的势头尤为迅
猛，“2022年1-8月，金堂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成都市第一。取
得瞩目成绩的背后，是当地突出推进
晶硅光伏、新型锂电等绿色低碳产业
的发展。”盛毅说，成都、德阳、绵阳、遂
宁、宜宾、眉山等市已形成了新兴产业
大的集聚区域，拥有一批大项目，支撑
四川布局建设了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服务业方面，尽管受到很大冲击，
但由于四川在信息服务业等新兴领域
发展布局了很多项目，也从中抢抓了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机遇，并加快提高
了中小企业智能化分析能力。“2022
年，作为数字经济试点省份，四川不论
是信息化、数字化产业的自身发展，还
是信息化、数字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都取得明显的成效。”盛毅说。

向新向实
制造业发展和消费释放是关键

基于四川的基础条件，未来有哪
些发展空间？又有哪些抓手可用？盛

毅表示，省委已聚焦“四化同步、城乡
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全面推进四
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
攻方向。

盛毅认为，其中重点是抓制造业
发展。在这方面，四川有两个明显优
势：一是清洁能源优势。四川拥有锂
矿、多晶硅等优势矿产；德阳、成都共
建的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已纳入工信部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水风光电、
氢能、化学能、储能技术成果不断发
布。加上近些年新能源产业快速发
展，正好积极抢滩。二是航天航空、轨
道交通，产业基础牢靠、研发优势明
显，利用川藏铁路、成渝中线高铁等重
大项目建设机遇，有很大的促投资求
增量空间。

下一步要抓的，就是“向新向
实”，“要沿着产品上下游延伸，加大其
中关键零部件研发及核心技术突破，
并把它们配置到产业链环节中。”盛
毅说。

另一关键点是促进消费需求释
放，最大的抓手就是文旅业恢复。四
川旅游业和服务业关系非常密切，疫
情防控措施优化后，正是抓旅游业带
动服务业发展、释放消费需求的好时
期。同时，也是一个拼抢期，“谁抓得
快、抓得好、恢复得快，谁就能够乘势
而上。”盛毅说，此外，这几年四川打造
了不少新场景、新业态的商业消费，需
求也将得到释放。

城乡融合
短期重点是推进城镇化

对四川而言，实现现代化的重点
和难点在农村，必须要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盛毅表示，城乡融合是一篇大
文章，“省委提出把城乡融合作为主抓
手，是因为都市圈周边的一些乡镇已
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条件，抓好
这件事，就能带来进一步发展。”

盛毅说，同时，四川乡村发展也进
入了新阶段，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多领

域优化政策。例如乡村振兴，要把城
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依托城
市力量来促进乡村振兴。

具体怎么融？盛毅表示，城乡融
合走到最后，无论是要素配置、产业发
展还是生活，最终都会一体化。这是
一项长期工作，近期重点是推进城镇
化。他举例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成都都市圈建设，实际上就是
要解决城市和人口的分散，其中就涉
及城乡融合。”通过把分散的人口、基
础设施集中起来，形成集聚优势，再逐
步扩大，形成多层次的辐射带动作用，
用大城市带动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
镇，最终到乡村。

盛毅表示，城乡融合在投资、产业
发展都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注意的
是，这不是单纯把乡村修漂亮、道路修
通，而是努力让城市和人口更加集中
集聚，突出发挥城乡各自优势，逐步弥
补城乡二元差距、解决农村产业发展
空心化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省委省政府决咨委委员、省社科
院研究员盛毅

扫码进入投票通道

四大榜单网络评选通道开启

“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2022四川十大城乡融合案例”

“2022四川十大青年企业家”

“2022四川‘拼经济 搞建设’标兵”

四大榜单网络评选通道现已开
启，快来为你支持的候选者投票！

省委省政府决咨委委员、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

四川经济展韧性 制造业和消费是未来重要抓手
榜样中国

聚焦2022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活动

2022“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

四川分站赛评选结果公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用镜头

讲述四川好故事，用创意与灵感传播四
川好声音。1月 19日，2022“讲好中国
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四川分站赛评选结
果出炉，即日起至1月28日进行公示。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
是面向国内外社会公众公开征集各领域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树立中国良
好国际形象的年度官方品牌活动。

其中，2022“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
大赛四川分站赛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指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
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封面新闻、成都
市双流区委宣传部、成都市双流区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市双流
区精神文明办公室承办。

经过组委会审查、网络投票、专家打
分、定评会议等系列评审工作，大赛拟共
评选出获奖作品38件，其中特等奖3件、
一等奖5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20件。

获奖作品公示期从即日起至1月28
日。如果您对评选结果有意见，欢迎在
公示期内致电028-86969214进行反馈。

春节前后一向是举办婚礼的高
峰期，今年是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
类乙管”后的首个春节，成都婚庆市
场情况如何？1月19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成都婚庆
市场部分相关行业。

婚庆市场火热相关行业跟涨

“今天难得可以休息一下。”1月
19日上午，成都某婚庆策划公司负
责人江来在店里收拾婚礼装扮物
品。18日，他刚策划完成了一场婚
礼，接下来整个春节期间，他的工作
日程已基本排满。

江来进入婚庆行业已多年，对
于今年成都地区的婚庆市场，他表
示和去年差不多，没有明显变化。
元旦节以来，他的公司已承接策划
近30场婚礼。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接了10场
婚礼，整体来看还是正月初六结婚

的人最多。”江来说，这与往年相差
不大，春节本就是婚庆行业的旺季，
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对婚
庆市场是利好，但就成都地区而言，
整体影响不大。

婚庆摄影师张泽华则表示，今
年的婚庆市场明显好于去年，“今年
以来，我拍摄的婚礼场次明显多于
往年。”他说，春节期间没有接商业
摄影单，但要参加4场婚礼拍摄，都
是朋友和同事结婚。

作为婚庆市场的相关行业，金
店的生意同样很好。当天，记者在
成都春熙路附近的几家金店看到，
店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销售人员
表示，近期购买婚戒、“三金”的新人
明显增多。值得一提的是，临近春
节，不少金店都推出了力度较大的
促销活动，因此有的新人婚期虽然
还早，但也会选择在近期购买首饰
物品。

此外，对于酒水、汽车租赁、酒
店等行业来说，春节本身就是行业
旺季，因此销量均有较大增幅。

结婚消费更加多元化

魏汐是成都某中学老师，今年
春节，她将参加3场婚礼，份子钱肯
定少不了。魏汐不是个例，春节临
近，除了走亲访友、组团出游外，不
少年轻人在行程安排上都会有一项
——参加婚礼。

随着“00后”步入适婚年龄，“95
后”“00后”已成为结婚主力，年轻的
消费者们愿为高品质产品与服务买
单。他们更加遵从自己的喜好，如
传统国潮风格的婚礼逐渐盛行，同
时，一些新奇特别的婚礼风格也在
出现。婚礼策划公司也推出了各种
主题风格的婚礼，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的结婚消费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春节假期催热成都婚庆市场
有公司春节承接10场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