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履新记

人物名片：
李雪平，全国人大代表，眉

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履新感言：
不忘初心使命，用心守护

“天府粮仓”。

“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2月11
日上午，刚开完村里的房屋风貌改造动
员会，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雪平又赶往镇上开
会，下午他还要看农田、走家入户收集
发展建议。自从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
张“新名片”，李雪平更忙了。

雷厉风行、虚心务实，这从他的外貌
可窥一二——不扣纽扣的外套、底子都
磨斜了的皮鞋，尤其是那“削”过似的平
头发型，极具辨识度。“我这发型，从出校

门30多年就没换过。”他笑着说，“平头
容易打理，这样能节约更多时间。”

53岁的李雪平诉说他的履新感言：
不忘初心使命，用心守护“天府粮仓”。

坚守种粮使命
成就“永丰村永远丰收”佳话

时值春耕备耕，永丰村田间地头一
片忙碌。挖掘机挖沟排水翻地，村民们
集体摘菜。李雪平感叹，以前是“夏秋忙
两季、一年闲半年”，现在是季季都忙碌。

土生土长的李雪平办过糖厂，当过
兽医。种粮，一直是他的坚守。2008
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一年后，李雪平参
加函授班，学习农业经济管理，懂得了
搞农业需要精细化、制度化、清单化。
他带领村民搞村集体财务公开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如今，村里建成3100亩
高标准农田，在全省率先实现水稻“耕、
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在种粮大
户带动下，全村耕地流转率达96%以
上。去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超4000吨，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8万元。

“我们也曾动摇过。”李雪平掰着指
头算：种水稻收成约1.3元/斤，亩产约
700公斤，远不如打工。种粮如何坚持
下来的呢？“国家花那么大力气投入高
标准农田建设，保护耕地，重视粮食生
产，我们不能忘了初心使命。”李雪平
说，2012年村里形成共识，与大户签协
议明确耕地必须种粮食，成就了“永丰
村永远丰收”的佳话。

人大代表就要为人民发声
办实事不夸海口

一个本子、一支笔，当天下午，李雪
平走家入户收集整理大家对永丰村发
展的意见建议，内容也主要集中在种粮
方面。

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永丰村
视察时强调，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
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
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
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牢记嘱托，眉山市出台建设新时代
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的决定，提

出打造永丰核心样板区。永丰片区“天
府粮仓”核心区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
打造“万亩稻花香、太和永丰村”的美好
愿景。

如今，愿景图已变施工图。村委会
旁，一座两楼一底的“丰收里”农业综合
体项目正加紧建设，李雪平每天都去

“督工”：“我们将进一步提质改造高标
准农田，对农户房屋进行风貌打造，促
进农旅融合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的“新名片”，让李雪
平倍感责任重大。近期，他准备举办一
场种粮大户和当地干部的座谈会，充分
收集关于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的好建议。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是他参加全国两会重点考虑的建议
方向。

“说句实话”——这是李雪平与群
众交流中的口头禅。他解释：“就是要
实事求是。人大代表要为人民发声，办
实事。大家的诉求能办就踏踏实实地
办，不夸海口。”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代强张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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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阳菲菲 李梓溶）50个以上事项实现

“省内通办”、10个“川渝通办”事项业务
标准统一、省级进场交易项目不见面开
标比例不低于50%……记者近日获悉，
为让企业、群众办事更方便快捷，四川
省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系统
将发放系列“便民利企”大礼包，持续释
放便民利企红利。

加快推进综合窗口建设。2023年
底前，凡是需要申请类的政务服务事项
纳入无差别综合窗口受理办理，群众、
企业办事只找“一扇窗”，省市县三级无
差别综合窗口占比50%以上。开展推
进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服务专区建设，
为重大项目审批提供全链条集成服
务。做实“惠企政策”专窗，设立各级惠
企政策资金池，实现“一窗兑现”“免申
即享”。建立“办不成事”反映问题办理
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帮助企业群众办成
事、好办事。

务实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在省
市县乡四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一件事

一次办”综合受理窗口，推动司法鉴定
机构设立登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许可、医疗机构配制制剂许可等高频事
项，实现跨部门、跨层级“一件事一次
办”。年底前，省级层面与司法、市场监
管、民政等部门推出“司法鉴定机构设
立登记”“设立技工学校”等10个跨部
门、跨层级联办的“一件事”套餐服务。

做优做实跨区域通办。推动公共
教育、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高频事项
实现“就近办理、一地办结”，实现50个
以上事项“省内通办”。在各级大厅设
立跨区域通办综合窗口，将“川渝通办”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西南区域通
办”事项纳入综合窗口运行。推动省级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等10个“川渝通办”
事项业务标准统一。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三化”建设水
平。今年拟建设30个省级市县标杆政
务服务大厅、200个省级星级便民服务
中心。拓展“政务服务+”功能，整合金
融、物流、邮政、医保、供销、农旅等资源

平台和渠道，共建基层便民服务综合
体，实现办事不出村、社区、园区。携手
省供销社试点“政务+供销”，探索便民
网点双向进入，助推供销合作社+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三社联
合”，将便民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双方将
在全省100个供销实体建设“便民服务
专区”。

创新开展园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两年行动。在省级及以上经开区、工业
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自贸区建设
100个园区政务服务中心，今年任务50
个。聚焦需求侧，特别是企业、园区发
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梳理企业发展全生
命周期、园区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贸易
全过程，提出需求清单、责任清单，“一
园一策”精准制定方案。

持续开展跨区域合作，重点推动出
台川渝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一体化建设
指导意见，深化项目信息互挂、CA证书
互认、信用信息共享和队伍联建、人才
联合培养的合作，鼓励项目跨区域交
易。

实现50个以上事项“省内通办”、10个“川渝通办”事项业务标准统一

“便民利企”红利持续释放
文化和旅游部12日在湖北武汉召

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会上公布了由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遴选
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

51个案例涵盖制度建设、公共文
化空间、乡村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集
中展示了近年来各地立足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和创新成果。其中，四
川有两个案例入选，分别为“成都市金
牛区：文化赋能 以文美城 打造新型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生态集群”“成都市新
都区：坚持标准引领 深化机制建设‘4
个+’推进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

12日下午，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三部门启动“大
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遴选推
广12项主体活动，并带动各地举办一
系列相关配套活动，激发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文化活力。 综合新华社、央视

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公布

四川两个案例入选

把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作为两会重点考虑的建议方向

用心守护“天府粮仓”

四川天府新区发布全国首个公园城市标准体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记者从

四川天府新区获悉，《四川天府新区公园
城市标准体系（1.0版）》近日已正式发
布，内容涵盖公园城市规划、建设、运营、
治理等全周期营城各环节各领域，为公园
城市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施工图”。
据悉，这是全国首个公园城市标准体系，
该体系的发布标志着四川天府新区公园
城市标准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介绍，对标《成都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提
出的24项重点任务，天府新区公园城
市标准体系1.0版应运而生，其中包括

“强化规划先行”“打造幸福家园”“促进
价值转化”“提升治理效能”4个子标准
体系，涵盖290余项各类标准，构建起由
国家标准价值引领、地方标准共性推

广、内控标准特色提升、关联标准整合
补充的“1-4-16”标准综合体。

强化规划先行标准体系：从规划引
领作用出发，强调公园城市规划从优化
城市空间要素向“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
公园”的城市理念转变，补强安全底线
约束、绿色本底锚固、空间结构优化与
形态风貌提升等环节，涵盖安全韧性、
自然生态、空间体系、形态风貌等领域
80项标准。

打造幸福家园标准体系：从城市建
设视角出发，注重公园城市从聚焦城市
基础设施建造向侧重市民需求的精细
化建设转变，强调用精细化建设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活空间上向
公园社区、理想街区的精细化设计建设
延伸，在生活品质上以新基建、全龄友

好服务满足普惠智慧的生活需求，涵盖
公园社区、理想街区、基础设施、精准配
套等领域84项标准。

促进价值转化标准体系：从转型发
展视角出发，强调公园城市从聚焦产业
发展向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转变，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补强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基础、科技创新
发展动力、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文化软
实力发展支撑等发展要素环节，涵盖建
圈强链、创新策源、绿色低碳、文化传扬
等领域52项标准。

提升治理效能标准体系：从城市治
理视角出发，强调公园城市建设从粗放
式、宽泛化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治理转变，从主体上补强多元共治基
础、技术上推动数字科技赋能、能力上

提升精细治理水平、理念上谋求安全高
效可持续，涵盖基层治理、智慧治理、精
细管理、长效治理等领域72项标准。

“此次出台的标准体系，紧扣生态
文明时代背景下的城市新发展范式，兼
容吸纳全球其他优秀城市可持续发展
经验，是公园城市全生命周期技术集
成，既为以公园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
和治理提供更加精分化、精细化、精准
化的量化依据和技术支撑，也为中国式
现代化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方案。”四川天
府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天府新区将推动公园城市标准化
向“2.0版”“3.0版”持续进阶，为加快公
园城市生态、经济、社会、人文等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树立“天府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