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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跨省公务员公开遴选在达州启动
其中42个名额同时面向万达开地区公开遴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芮雯 曾
业）6月6日，《2023年度达州市市直机
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正式在川渝
地区同时发布，报名、资格初审等工作
也同步启动。公告显示，此次遴选名
额共51个，其中公务员39名，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12名。
51个名额中，17个市直部门的22个职
位、42个名额同时面向重庆市万州区、
开州区的乡镇（街道）机关遴选。

这是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达州市
市直机关面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
的万达开地区开展的首次公务员公开
遴选，也是自2021年《公务员公开遴选
办法》修订印发后，全国首个突破省级
行政区划限制开展公务员公开遴选的
实践案例。

“此次根据‘双圈’建设的需要，突
破省级区划的限制，开启此次公务员跨
省遴选，算是全国首举。”省委组织部相
关人士表示，过去，为助力万达开地区
发展，四川与重庆主要通过互派干部形
式，破解两地干部交流难题，但两地干
部挂职交流有时间限制，不利于重大工
作的长期推进。

达州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透露，此
次遴选职位类型丰富多样，拿出职位参

加遴选的达州市市级机关包括纪委监
委、法院、组织部、宣传部等党群机关，
还有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等
政府部门，旨在全面引进万达开地区优
秀的公务员来参与达州建设。

同时，此次遴选职位设置也十分全
面，既有正科级、副科级领导职位，又有
综合管理类和公安机关执法勤务、警务
技术及法官助理员等职级职位。

“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万达开统筹发
展的重大突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
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继瑞说。

“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对
于推进区域融合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
意义。”国家行政学院顾平安教授说，
万达开三地虽然跨区域，但是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方面高度一体化，实现人
才双向流动是符合实际的举措。在
他看来，此次遴选无论是对区域发展
还是公务员队伍素质提升，都能起到
1＋1＞2的效果。

此次公开遴选采用网络方式报
名，报名网站为达州人事考试网，报
名时间为6月6日上午9点至6月14日
下午5点。有意者可登录报名网站进
行报名。

突破省级行政区划限制，达州此次遴
选在全国开先河。此次“吃螃蟹”蕴含何
种深意？将释放什么信号？落地落实还
有何建议？6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继瑞和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副院长毛寿龙。

“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
次生动实践，也是万达开统筹发展的重大
突破。”6月6日晚，得知达州市同时面向重
庆市万州区、开州区的乡镇（街道）机关遴
选公务员的消息后，杨继瑞难掩激动。

杨继瑞表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建设，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要素就
是人才。然而，在长期以来的体制和机制
中，行政区域内一直存在着一种固化的观
念，那就是总想把人才留在自己的行政区
划内，招聘录用公务员，也习惯于在本行
政区划内进行。“达州打破了省级行政区
划限制，面向万达开地区遴选公务员，不
拘一格引人才，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举
措，必将促进三地的‘人心相通’，把地缘
相邻的优势变成人心相通的优势，从而促
进经济区与行政区的适度分离。”

“达州在全国率先探索这样的引才
机制，可以在全国形成典范效应。”杨继
瑞分析说，从万达开川渝统筹示范区来
看，这种引才机制可以促进川渝人才的
交流和深度融合。

毛寿龙也同意该观点。他认为，此
次达州跨省级行政区遴选打破了以往

“画地为牢”的局面。“对本地急缺人才的
一些岗位，通过这种扩大范围跨区选择，
更容易选拔出优秀人才，在密切交流的
同时拓宽了人才的选拔面，也能显著提
升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质量。”

“今后，万达开三地都可以大胆探
索、尝试，不仅在人才的招聘、录用方面
互通，还可以在川渝通办项目领域探索
建立人才互动机制，进而扩大到区域内
的人才挂职、兼职、任职等方面。”杨继瑞
建议，下一步，川渝两地可以逐步破除影
响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体制
机制障碍，在构建川渝一体区域就业和
创新创业市场、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机制
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助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曾业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
为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3年省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促进消费复元活
血。

如何促进消费复元活血？日前，省
政府印发《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运
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36条”），从十方面36条措施，聚焦高质
量发展首要任务。其中，再次针对促进
消费回暖升级制定专门的政策“工具
包”。

随着时间推移，政策“工具包”已直
达经营主体：上半年以来，四川文旅、餐
饮、新能源车消费多点开花，带动全省消
费市场大幅升温，让消费市场真正“忙起
来了”。

释放消费潜力
旅游、餐饮消费大幅回升

假日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
口，作为旅游消费的重要时间节点，今年

“五一”假期，成都用一个“热”字来形容
最为合适。省文旅厅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
4018.3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1.23亿
元。两项数据全面超越2019年同期水
平，创历史新高。

“五一”假期，成都多个旅游景区、展
馆“爆棚”，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
都博物馆、成都城市音乐厅等都迎来了

大量游客。数据显示，全省纳入统计的
829家A级景区接待游客2438.84万人
次，门票收入2.86亿元，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分别增长28.9%、23.1%，旅游市
场实现全面复苏。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更是凭借26万余人次的游客接待
量，位列全国十大热门景点第二位。

四川消费之“热”在餐饮方面体现得
更加直接。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9.8%，增速较去年全年回
升19.9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11.3个百
分点。“目前每天至少要翻两次台，来得
迟还需要等座。”近期，位于成都春熙路
的一家火锅店持续出现了排队现象。该
店老板表示，虽然“五一”假期已过，但每
到周末，成都都会迎来不少周边游客，门

店的生意会更好些。
从热力四射的演唱会，到灯火通明

的古镇夜市，再到持续火爆的各种餐饮
消费场景，细剖四川消费成绩单背后，税
收优惠政策助力各种消费特惠活动，是
四川“36条”提前谋划，各方共同助力，共
同推出覆盖多个消费领域的举措，带动
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为经济发展注入
勃勃生机。

政策赋能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

消费市场的火爆不单单体现在文旅
市场，实打实的优惠让新能源车市场更
加火热。日前，记者来到成都太古里商
圈的某新能源汽车成都零售中心。有消

费者表示，前来选购新能源汽车的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购税政
策。“这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前来选购汽
车的苏先生说，“我算了一下，如果购买
意向的新能源汽车，能节省近5万元的车
购税。”

值得注意的是，“36条”中指出，落实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开展
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家装等系列
促消费活动。日前，四川公布了一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4.3%，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
点。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产量、
零售额分别增长69.2%、49.7%。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为促进汽车消费
和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地方政府也联动
车企，拿出更大的优惠政策。3月下旬以
来，成都市龙泉驿区、锦江区、温江区等
多个区（县）发布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
中，龙泉驿区促销力度最大，发放补贴总
金额高达1亿元，针对一汽-大众、一汽丰
田、沃尔沃等多个品牌，涵盖纯电、混电、
插电三类车型，单车累计补贴最高达15
万元。

此外，为进一步推广使用新能源汽
车，引导低碳绿色消费，成都市政府还于
5月20日-7月20日，面向全市开启2023
年资金规模1亿元的“蜀里安逸·车游四
方”成都汽车消费奖励活动，可预见的
是，随着支持力度的加大，四川的新能源
车消费市场还会更“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日前，省政府印发《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36条”），聚焦全力以赴拼经济、搞
建设，从十个方面提出36条重要政策举措，以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推动全省经济运行在2023年整体好转，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36条”已经实行3个月有余，多措并举之下，四川各行各业都“忙起来了”，传统制造业有力支撑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支撑
作用逐步恢复，外贸发展更是铿锵有力。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专题报道，从财税政策支持企业、推动重点产业加快发展、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等方
面，展现四川各行各业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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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开全国先河跨省遴选公务员释放了什么信号？

政策“工具包”作用显现 四川消费多点开花

2023年“五一”假期，成都宽巷子游人如织。雷远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