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四川省电信行业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四川省电信行业服务质量用户综合满意度指数为84.26，较上年增长
1.58点，达“满意”水平。

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电信服务需求，维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
基础电信企业不断提升电信服务质量，我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按照《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评价制度》对2022年度四川
省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进行了测评。现将测评结果公告如下：

三、特定用户群体满意度指数

注：按用户满意度指数级度划分（简称满意级度），满意度指数90至100为很满意；
80至89.99为满意；70至79.99为较满意；60至69.99为一般；50至59.99为不太
满意；30至49.99为不满意；30以下的为很不满意。

二、各类电信业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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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刘佳）3月12日，受十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委托，四川代
表团新闻发言人贾瑞云就四川代表团
提交议案建议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四川代表团代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党中
央决策部署，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
极向大会提出议案建议。会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以及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
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发表的重
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代表们结合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审议审查
有关报告文件情况，根据会前深入一
线调研情况，不断完善议案建议，展现
了新一届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
素质和履职能力。四川代表团加强指
导、把准方向、注重质量，截至大会议
案建议提交截止时间，共向大会提交
13件议案、474件建议，涉及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
反映了对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新期待。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代表们提出加强问题导向基础研究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高层次创新人

才培养力度、重视和加强市县创新驱
动发展能力建设等建议；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代表们围绕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提
出建议，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
迫切愿望。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代表们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从优化种业发展支持政策、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加大返
乡大学生创新创业支持力度等方面提
出建议，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
的使命感和政治自觉。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最终目的。聚焦民生改善，代表们
提出了立法保障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
康发展、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促进机制、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现代
职业教育等建议。其中，完善社区养
老服务体系、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标准、防范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等建议，展示了
代表们对“一老一幼”民生问题的高度
关切和拳拳之心。

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依然是建议的“重头戏”。代表们提

出的相关建议近40件，包括支持川渝
建设成渝中线科创走廊、打造成渝地
区万亿级汽车产业生态圈、打造川渝
地区天然气与新能源绿色融合发展新
模式、设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
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验区、支持川
渝跨界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加快川渝
执法司法一体化进程等，全力推动国
家战略走深走实。

高度关注事关四川长远发展的重
大工程项目，四川代表团提出了优化
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健全国家层面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推进机制、加快西
部陆海新通道西线铁路通道建设、支持
四川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和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持续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支持四川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示范省等16件
全团建议，凝聚了全川人民的热切期
盼，关系着四川经济发展大局。

贾瑞云介绍，国家有关部委高度
重视四川代表团的意见建议，在会议
期间以多种方式积极沟通。3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来
到四川代表团驻地，面对面听取部分
代表就支持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
相关意见建议并回复，得到了代表们
的充分肯定。

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
四川代表团代表已提交13件议案、474件建议 作为国家级非遗——泸州老窖传统

酒酿制技艺第23代传承人，全国人大代
表、泸州老窖品鉴创新中心总经理曾娜多
年来一直专注传承和保护以白酒为代表
的非遗。她表示，要多措并举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对此，她建议，建立更具体且有针对
性的保护机制。根据不同类别、不同情况
的非遗项目建立保护机制，避免非遗传承
发扬“一刀切”，对保护困难、传承人年事
已高且缺少传承人的项目给予更多扶持。

与校园联手增加传承发扬新路径。目
前在一些地区，非遗进校园成为一种风尚。
政府等可与当地大专院校、高中、初中、小学
联手，让更多适合不同年龄段的非遗项目走
进校园，增加非遗传承发扬的新路径。

企业搭台，创新展现形式。建议在地
方政府的主导下，在制定相关机制的基础
上，促进当地企业为非遗项目搭台，并结
合需要，创新非遗项目的展现形式。

“互联网+”让非遗活起来。通过长视
频影像、短视频话题、非遗音乐歌单、国风
直播音乐会、非遗购物节等形式，让非遗与
产品销售紧密结合起来，以直播、秒杀、闪
购等方式，让非遗产品进一步走近消费者。

依托线上和线下平台，包括规范的自
媒体平台、旅游场所等，在考虑地域文化和
历史背景、旅游场所承载能力等因素的基
础上，将非遗项目融入景区发展，进一步推
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让非遗在新时代
绽放新光彩。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宁宁

全国人大代表曾娜：

建立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机制
避免非遗传承发扬“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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