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好局起好步

聚焦建圈强链招商引智、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1月28日，癸卯兔年首个
工作日，成都吹响“拼经济”集结号。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全
力以赴拼经济，奋力实现“开门红”，这
背后反映的是成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坚定决心和强烈信号。

抢抓“开门红”
力争各项工作走在前面
春节期间，位于成都市郫都区菁蓉

湖畔的成都科幻馆建设现场，依然机器
轰鸣、塔吊林立，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几十公里外，东部新区的2024年成
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项目也在加速
建设中。

春节不停工只是成都日夜兼程、奋

楫争先谋发展的一个缩影。春节假期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成都依旧在“拼”的
基调中谋发展、开新局。

武侯区和青羊区聚焦建圈强链，分
别举行招商引智誓师大会和推进先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成华区召开
2023年“三个做优做强”“631”重点项目
攻坚动员会，吹响新一轮重点项目攻坚
号角；首批4个科学家团队、2个公共技
术平台入驻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实验
室，平台建设迈入新阶段；重大文旅项
目长征文化园、赵子龙祠墓保护修复项
目在大邑县破土动工……

“近三年经济增速显著下行。当前
发展经济必须抓住调控政策优化后的
有利时机，促进制造业回到正常轨道、
服务业加速恢复。”四川省决策咨询委
员会委员、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成都在春节假期后的首
个工作日吹响“拼经济”集结号意义重

大，“谁抓在前面，谁就能拿到更多订单
和项目，谁的机会就更多。”盛毅表示，
如果一季度能够实现“开门红”，将为全
年发展奠定基础。因此，现在要抢时
间、抢机遇，力争各项工作走在前面。

建圈强链
跑出发展加速度

纵览开工首日的成都，奋进是蕴藏
在一场场活动中的基调，“高质量发展”
则是锚定的方向。

在青羊区召开的聚焦建圈强链推
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明确
了航空产业“建圈强链”重点任务。在
武侯区建圈强链招商引智大会上，聘请
了40位“建圈强链招商引智大使”，认定
了20家“建圈强链高能级企业”，作为武
侯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桥梁纽带和形象代言。

几乎同时，成华区也对建圈强链作

出部署。成华区提出，要聚焦产业建圈
强链抓招商，不断完善链主企业、公共
平台、中介机构、产投基金、领军人才及
其他重点要素集聚融合发展的“5+N”产
业生态体系。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
社科院教授李后强认为，聚焦建圈强链
是实现“开门红”的最好举措，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尤其是成都，成
都都市圈对整个西部发展影响巨大，是
四川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牵引。”他表示，
建圈强链是补齐短板的必然之举，是落
实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对于四川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总抓
手意义重大。

兔年首个工作日，成都以实际行动
作出表率，以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就要
冲刺的劲头，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奋
跃而上、加速奔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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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
成都市政府印发2023年1号文件《成都
市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计划》显示，2023年成都市拟编列
重点项目900个，涵盖重大产业、重大基
础设施、重大公共服务三大领域，总投
资2442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511.8
亿元。

从主要领域来看，重大产业项目531
个，总投资11222.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854.2亿元；重大基础设施145个，总投
资9697.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39.9亿
元；重大公共服务224个，总投资3504.6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617.7亿元。

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的重点项目计划印发时间相比往年
提前了一个月左右，为的就是让各项目
业主单位尽早启动项目促建等相关工
作，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

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新增成渝高速公路扩容等项目17个

2023年成都将聚焦重大战略规划
强支撑、优布局，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继续编列成渝
中线、市域（郊）铁路成眉线、成德线、资
阳线、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30个，新增
成渝高速公路扩容、成温邛高速扩容等
开工或储备项目17个。

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编列火车北站
扩能改造配套工程、东西城市轴线（东
段）、成自铁路天府站及配套综合交通
枢纽等项目62个。

水利及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编列国
际先进城市配电网建设、三坝水库、久隆
水库、简阳重型调峰燃机等项目17个。

新型基础设施方面，编列高新区国
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准环对称仿
星器等项目19个。

聚焦重点片区强功能、提能级，实施
一批重大功能性项目。以推动优势要素
资源向重点片区集聚为重点，推动“三个
做优做强”全面成势。24个重点片区共
210个项目纳入重点项目计划，有力支撑
基本功能扩容下沉和高品质生活示范。

突出发挥城市新区动力作用，编列
高新区京东方车载显示基地、成都未来
医学城一期项目、天府新区585研发中
心等项目56个。

高效联动发展郊区新城，编列宝成

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至金堂线、安仁
文博文旅示范区等项目48个。

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先进制造业项目比去年增加28个

《计划》明确，将聚焦26条重点产业
链实施436个重点项目。

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实施金堂县
通威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龙泉驿区中
创新航、新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园等项目
199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较
2022年增加28个，在重点项目中的占比
增加3.2个百分点，年度计划投资增加
135亿元，以更好服务“制造强市”。

提质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完善消
费环境和业态，编列双流区空客飞机全
生命周期服务、东部新区国家检验检测
高技术产业、“一带一路”国际铁路港综
合园区一期等项目264个。

巩固提升都市现代农业，实施崇州
市全域高标准农田、新津区天府农博园
首期配套等项目41个。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实施高新区5G互联科创园、郫都区
智算中心一期等27个项目。

实施一批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深入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聚焦提质幸福成都惠民生、暖民心，
成都将实施一批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深入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成都以推动公共资源科学配置和公共
服务普惠共享为重点，实施高品质公共
服务倍增行动，持续优化调整“四大结
构”，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实施成
都市国家医学中心、未来医学城一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锦江院区等54个
项目。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成都
国际职教城“三校一中心”、四川天府新
区中小学建设等69个项目。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行动，补齐城市
功能品质短板，编列电力金具总厂“数
字艺术中心”、成华区八里庄工业遗址
更新等片区激活提升项目59个。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强力推进
环境污染防治，编列环城生态区生态修
复、中心城区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万
兴环保发电厂三期等项目32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成都发布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

90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逾2.4万亿元

兔年首个工作日看成都如何起步冲刺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要求持续抓实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
升；部署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为粮食丰
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打牢基础；要
求推动消费加快恢复和保持外贸外资
稳定，增强对经济的拉动力。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持续恢复、呈回
升态势。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措施，推动财政、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项
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实施好原定延续执行的小规模纳
税人增值税减免、普惠小微贷款等政

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权益，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推动企业节后快速复工复产，扎
实做好农民工返岗就业服务。上下共
同努力，巩固和拓展经济运行回升势头。

会议指出，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
粮食产量占全年六成左右，春管粮食产
量占主要口粮的近四成。二月初有关
部门要作全面部署，层层压实责任，不
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为提升粮食稳定
供应能力、保持物价平稳打牢基础。一
是抓好小麦、油菜春季田管。因地因苗
加强技术指导，及时防范春旱、倒春寒、
病虫害等灾害。二是尽快明确各地粮
食和油料生产目标，确保春播面积落
实，稳住大豆种植面积。三是扎实做好

保障服务。抓好农资跨区域调剂调运，
支持农民备种备肥。开展线上线下农
业技术培训。组织做好农机检修和跨
区机耕机播，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作
用，帮助小农户种好地。四是落实最低
收购价、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五是加大
对大豆种植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小麦

“一喷三防”补助全覆盖，提早下拨病虫
害防控资金，实施南方早稻集中育秧补
助，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增产增收。

会议指出，要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
矛盾，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
主拉动力，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促进
外贸外资保稳提质。一是加力扩消费。
推动帮扶生活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纾困、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全面落
地。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

促进接触型消费加快恢复。合理增加消
费信贷。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
工作。二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继
续推出实际举措，努力稳定外贸。推动
国内线下展会恢复，支持企业出境参
展。落实出口退税、信贷、信保等政策，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
本稳定。支持企业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拓市场。促进跨境电商、海
外仓等进一步发展。提高外贸竞争力。
合理扩大进口。三是积极吸引外资。推
动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快落
地。支持地方招商引资。更好发挥自贸
试验区等平台作用。落实便利人员跨
境往来措施。持续加强外资企业服务，
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持续抓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