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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一头连着城、一头带着乡，县域是城
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拥有183
个县（市、区）、县域数量居全国首位的四
川而言，发展县域经济不仅是畅通城乡
经济循环的重要切入点，更是实现四川
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3月20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城乡
融合”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聚焦如何
发挥县域联动城乡经济的重要作用，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

2021年，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全国
百强县百强区培育行动，计划通过3年时
间推动全省的全国百强县取得突破、全
国百强区优势继续拓展。

从过去延展至未来，四川正加快形
成以百强县百强区为引领，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先进县为支撑，工业强县、天府旅
游名县、乡村振兴示范县等为补充的县
域经济梯队发展格局。

天府大地，城市乡村之间，各美其
美。美好生活，一览无余。

关键支撑
全力培育县域优势特色产业

发布会上，达州市开江县委书记庞
佑成拿出了一组数据。

身处川渝万达开地区几何中心、川
东门户，开江县与达州中心城区共同构
成达州“一核两翼”空间布局中的“一
核”。眼下，开江县规划建设15个现代
农业园区、3个工业园区和2个现代服务
业园区，引导企业向园区聚集，聚集了
200余家企业入驻，形成稻渔综合种养、
光电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
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集群。

“我们突出搭建产业平台，在‘农
旅+文旅’融合发展中，统筹一二三产业
发展。”庞佑成说，全县已串联三里田园、
田米水乡、陌上春风、莲花世界等田景田
品，形成百里稻香、百里果香、百里水乡

“三大旅游环线”。
开江县只是全省县域优势特色产业

不断壮大的一个缩影。
“全力培育县域优势特色产业，是夯

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省发展改
革委总规划师韩斌说，全省的县域工业
经济加快发展，52个县（市、区）工业增加
值超过100亿元，近三分之一的县域工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在此基础上，四川将进一步突出新

型工业化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韩斌透露，将坚持“一县一主业”，实

施县域百亿主导产业培育行动，梯度培
育县域千亿、百亿、十亿产业集群。同
时，建设高能级产业平台，突出“一园一
主业、一区一特色”，推进园区特色化、专
业化、集约化发展。统筹实施“百亿强
企”提升行动和中小企业“育苗壮干”梯
度培育计划，推动形成一批龙头企业。

与打造“千百十亿”县域特色优势产
业集群同步的，还有提升产业发展平台
能级，支持县域开发区（园区）提档升级、
创新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施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排头兵”工程，打
造高品质、有口碑的“川字号”农业品牌。

此外，还将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推动
种养加结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
育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
新业态，引导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衔接互补
大力增强县城辐射带动能力

县域发展之间，改变就在身边。
例如，眼下四川的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35.7万公里、居全国第一，基本解决农
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98%，实现村村
通4G和光纤。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

县域公共资源配置更加均衡，也增
强县城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
衔接互补。以成都西部片区为例，据成
都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董云帆
在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这里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畅通阻碍城乡要素

双向自由流动的“堵点”，形成人才、土
地、资金汇聚的良性循环。在户籍制度
改革领域，实现市内农村人口进城“零门
槛”，引导“四类人才”返乡就业创业。“蒲
江县引进常驻型‘新村民’150余人、候
鸟型‘新村民’300余人、顾问型‘新村民’
80余人。”董云帆说。

类似的，还有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领域，成都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领域，推进城
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创新实践，探索经营
权直接抵押、“经营权+地上附作物”抵
押和第三方全程参与市场化风险处置等
模式。例如，彭州市开办的生猪价格指
数保险、蒲江县开办的柑橘冻害气象指
数保险均为全国首创。

韩斌介绍，下一步，针对增强县城辐
射带动能力，全省将实施县城补短板强
弱项工程和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五大
行动”，深化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
范，启动省级试点，高标准建设成都西部
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开展县
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试点。

同时，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
伸，加强乡村路网与交通主骨架高效衔
接，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建立健全城
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投建运管机制。推进
县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实施县域普
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建设县域医
疗卫生次中心，探索开展县乡村公共服
务一体化示范建设，促进县域公共服务
资源配置更加均衡高效。

阶段性成效
已考核命名58个省级百强中心镇

作为小城镇发展中的关键词之一，

差异化正成为要点。以乡村旅游为例，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游勇表示，在深
化天府旅游名镇名村文旅品牌建设中，
要推动乡村民宿集约化、特色化、品牌化
发展，提升乡村民宿的文化品位和服务
品质，培育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和地方文
化特色的知名民宿品牌。

若将视角放大，据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总经济师陈福均介绍，在充分考虑
全省中心镇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不同后，
在中心镇建设上，全省分为了城市化发
展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类。

“要通过分类培育，进一步促进中心
镇差异化发展。”陈福均进一步介绍道，
城市化发展区将重点打造加工制造、商
贸物流、科技教育类的省级中心镇，力争
建成城市卫星小城镇；农产品主产区重
点创建特色农业、农旅结合、农产品物流
类省级中心镇，成为高产优质、特色鲜明
的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小城镇；对重点生
态功能区，则注重培育生态旅游、文化体
验、健康养生类的省级中心镇，成为宜居
宜业宜游的新型绿色低碳的小城镇。

类似的，还有做大做强中心镇的布
局。

2020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推
进中心镇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计划到
2025年在全省范围培育一批实力强劲
的省级百强中心镇，引领带动四川小城
镇高质量发展。

在陈福均看来，中心镇作为连接城
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枢纽，是农业转
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也
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要支点，“到目前，已考核命
名了首批省级百强中心镇58个，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在此基础上，韩斌表示，全省正以片
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统筹
布局道路、水利、环保、商贸、消防、警务
等设施。培育发展省级百强中心镇，培
育更多全国经济强镇，支持有条件的镇
发展成为县域副中心。

此外，还有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条
件，支持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对接城市需
求、服务城市发展，功能明确、协作配套
的卫星镇；支持先进制造、商贸物流、文
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专业功能镇；服务乡
村、带动周边的综合功能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桥头堡”

四川县域经济如何发力？
四川中心镇建设将分为三类

1 城市化发展区

将重点打造加工制造、商贸物流、科技教育类的省级中心镇，力争建成城市卫星
小城镇。

2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创建特色农业、农旅结合、农产品物流类省级中心镇，成为高产优质、特色
鲜明的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小城镇。

3 重点生态功能区

注重培育生态旅游、文化体验、健康养生类的省级中心镇，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
新型绿色低碳的小城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记者
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3月20日起西成高铁推出一等座、
二等座的“计次票（20次/90日）”和

“30日定期票”两种新型票制产品。
这两种产品主要满足通勤次数较多、
通勤区间与时间相对固定的旅客需
求，乘客只需一次购买、一次支付即可
多次使用。

西成高铁陕西段自2022年4月11
日起已开通计次票产品，此次，西成
高铁计次票产品延伸至四川段，实现
该产品全线贯通。购买20次计次票
的用户可以在9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
坐20次在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和

指定席别的列车，最低可享受9.5折票
价优惠。

购买30日定期票的用户可以在30
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60次在购买产品
时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最低
可享受6.8折票价优惠。

西成高铁新型票制适用的车站有
成都东、新都东、青白江东、广汉北、德
阳等22个客运站，定期票在部分区段
使用。

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铁路
12306”手机APP购买新型票制产品。
购买产品后，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
乘车，30天内未乘车的，产品自动失效
并全额退款。

计次票和定期票用户可通过12306
网站、“铁路12306”手机APP、自动售票
机，提前预约计划出行的多个车次席
位。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购票时所使
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铁路12306”
APP相应的车票二维码进站检票乘车，
不能按时乘车的，开车前可免费取消预
约车票。

旅客来不及预约时，可凭购票时指
定的身份证原件或“铁路12306”手机
APP上相应车票的检票二维码，直接刷
证（扫码）乘车，列车有产品所对应发到
站及席别的剩余席位时，系统自动将分
配的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
预留手机号。

票价最低6.8折

西成高铁推出“月票”和计次票
工信部开通

无线电干扰投诉受理热线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从工信

部了解到，工信部20日开通无线电干扰
投诉受理热线，社会组织或个人如遇“黑
广播”“伪基站”等无线电干扰问题，可拨
打12381公共服务电话，按照语音提示
选择“无线电干扰投诉”。

据了解，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
依托“12381公共服务电话平台”设立无线
电干扰投诉受理中心，旨在提升无线电管
理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健全高效顺畅的
无线电干扰受理和处置工作体系。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全国各级无
线电管理机构，加强对无线电管理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治理，切实履行好
无线电监测和干扰查处等职能，维护良
好空中电波秩序，切实保障国家电磁空
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