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特别报道 聚焦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 052023年6月20日 星期二

“融合发展是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
能的必然要求。”在省委十二届三次全
会上，这个观点得到广泛认同——以工
业为主引擎建设体现四川特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并不意味着工业“一枝独
秀”，而是要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产业之
间的互促共兴。

上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
展，避免割裂对立。

三产超过二产就是产业结构优
化？发展工业就必须牺牲农业？面对
这些问题，此次省委全会，以坚定推动
三次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进一步统一
思想，厘清认识。

数实融合
重点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超200亿元！”经济和信息化厅厅
长翟刚带来的数据振奋人心：四川电子
信息产业集聚区工业互联网平台已带动
区域实现经济增量超200亿元。他表
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
为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路径。

促进数实融合，重点是加快产业数
字化转型。对此，蜀道集团董事长唐勇
深有体会：“我们正在打造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的数字化，比如，所有的场景、设备、
运行都得数字化，才可能实现路面铺筑
的无人化。”

近年来，我省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
长，总量突破2万亿元，但总体而言，数
字化程度仍然不高。来自绵阳的与会
人员此前组团去沿海地区学习，“感觉
差距很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阳。推进产

业数字化转型，德阳已有数家企业的车
间、生产线实现无人化生产，但德阳市委
书记李文清说：“离我们的预期目标还有
差距。”差距在哪？他认为，一个重要原
因是本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滞后，
能提供的服务有限。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不高、数据中心
统筹集约程度较低……大家逐一分析现
有的短板和缺点。“建强支撑体系很重
要。”翟刚提出，要通过数字新基建提升
行动、平台体系升级行动等，打造5G全
连接工厂，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的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

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是主体，需要
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在成宜高
速公路率先试点车路协同，不仅事故发
生率大大降低，管理成本也大幅缩减。”
唐勇说，推进产业数字化让企业尝到了
甜头，也推动产业借“数”转型。

李文清表示，政府也要推动帮扶支
持，形成“合力”。

“两业”融合
关键在“深度”上做文章

推动三次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此
次全会明确“重点”：促进现代服务业同
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为何要“融”？“‘两业’融合，是增强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商务厅厅
长徐一心表示，“两业”融合水平不高一
直是我省产业发展的突出短板，去年全
省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低于上
海、广东、重庆等地，制约了产业向价值
链中高端迈进。

全会提出，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服
务型制造，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
系。对此，徐一心说，商务厅将推进服务

业提能增效行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数
字化绿色化转型，赋能推动制造业优化
升级；搭建融合发展平台载体，围绕六大
优势产业，培育提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实施服
务业“新交子”领跑行动，建立跨台阶激
励机制，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加快
与制造业融合。

如何才能“深”？眉山市委书记胡元
坤认为，要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坚持制造
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双向发力。他
透露，眉山将着力推动“两业”链条延伸、
关联、渗透，促进制造业向制造服务转
型，实施服务业赋能融合计划，大力引育
研发、设计、商贸、物流、检验检测等领域
的企业，持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
和比重。

金融服务也受到重点关注。“实施
‘金融+制造’工程。”四川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童梦说，这为全省
地方金融系统服务推进新型工业化明
确了着力重点，下一步，将用好用活设
备购置与更新改造再贷款等政策，大力
推广“制惠贷”“园保贷”“天府科创贷”，
推动制造业贷款增速不低于15%、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增量不低于1000亿元。
同时，还将实施企业上市行动计划和债
券优先发展战略，筛选和培育更多符合
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的
制造业企业上市，支持各类制造业企业
通过发债融资。

三产融合
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

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成为主
角之一。推进农村产业升级和乡村振
兴，必须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全会对此进行部署，提出推动农业

产业全链条升级，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天府粮仓”。

“四川农业优势明显，短板也非常突
出。”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说，四川的
油菜、生猪等15项农产品产量居全国第
一，但精深加工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较
低，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亟待提升。

如何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全
会提出，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行动，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强化现代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徐芝文表示，将集中发力，选择现在
有基础、未来有潜力、交通区位有优势的
地区，布局真正有带动作用的省级农产
品加工集中区，建成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和农业产业强镇，依托新型工业化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综合效益。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省商投集团董
事长佘骥找到切入点。“预制菜，从产地
到餐桌覆盖三次产业。”佘骥说，这是一
个万亿级市场“风口”，但由于缺乏知名
品牌、缺少龙头企业，制约了川菜预制菜
产业做大做强。

佘骥建议，在川菜预制菜领域，尽早
建立行业标准，着力打造领军品牌，下大气
力培育龙头企业，“我们已布局建设川菜
预制菜产业园，将孵化培育链主企业、链
上企业，以实际行动推动三产深度融合。”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专
业院校也担负重任。省农科院院长牟锦
毅表示，将加快建设四川省种质资源中
心库、天府种业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
台，突出抓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加快
培育突破性新品种，为推动农业产业全
链条升级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忧 王眉灵
陈碧红

新型工业化“融合”之路怎么走

近日，四川尖山—彭祖 500 千伏线
路加装串抗工程在四川天府新区正式投
运，这是我国西部首个 500 千伏串抗工
程。该工程赶在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前建
成投运，将提升供电能力约150万千瓦，
能满足约30万台2匹空调同时运行。

一个电网“补短板”工程，看似只是
为了满足即将到来的用电高峰需求，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却给出另一种观察视
角：作为一种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它只
是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布局的众多“棋子”
中的一枚。

强化基础设施先导支撑

“基础设施既是产业发展的先导支
撑，其本身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会议中的这个提法，让与会
者耳目一新。过去，基础设施建设常常
只是被视为一种保障要素。“现在把建设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放在强化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中来研究，体现了省委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在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上，全
会提出要大力发展货运航空、货运铁路，
特别是发挥成都“双国际机场”优势，建
设“空中丝绸之路”重要枢纽。还要积极
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建设，
畅通四川—欧洲、四川—东盟双向跨境
公路运输通道。对此，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谋划，交通运输厅厅长李永亮从三个
方面“划重点”：着力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畅通供应链上下游，增强四川产业竞争
力；扩大交通有效投资，当好稳增长重要
支撑；推动关联产业融合，打造“交通+”
产业集群。

去年8月，四川电力供应曾出现严
重短缺。如何强化电力基础设施？全会
提及多个在建和拟建工程。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党委副书记杜蜀薇也表示，国
网四川电力正加快推进电网建设，确保
6月30日前投运15项迎峰度夏电网工
程，全力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与此
同时，还将加快建设川渝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500千伏攀西电网优化工
程等，更好地服务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除了传统基础设施，相关方面透露，
四川新型基础设施将重点围绕“信息、融
合、创新”进行延伸，“重点是解决发展短
板，也是奠基未来制胜的关键。”

开辟更广阔产业发展空间

如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
川新征程上推动活力继续释放，改革仍
是关键一招。全会指出，要聚焦体制机
制障碍和要素瓶颈制约，持续深化重点
改革和关键环节领域改革。

在国企改革方面，全会提出要实施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动国有
资本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在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冯文生看来，促
进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本身就

是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下一步将加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培育壮大一批龙
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产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环境的保障。
全会提出要健全环评服务保障，完善污
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对此，相关部门负
责人透露，在完善相关制度同时，还将鼓
励环境资源向更多实力强、技术先进、符
合绿色发展的企业倾斜，提高发展的含
绿量、含金量。

“制造业要做强做大，闭门造车不可
行，也不符合产业进步的一般规律。”商
务厅厅长徐一心表示，围绕全会提出推
进产业高水平开放合作的要求，商务厅
将组织制造业企业开展“川行天下”国际
市场拓展活动，推动优势产业、优势产
品、优势品牌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
业更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国际研
发合作。

全会指出，大力吸引和利用内外资，
将有利于四川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开辟更加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对此，省
经济合作局副局长易旸表示，下一步将
以我省正在深入实施的全省制造业招商
引资“百日攻坚”行动（第三季）为抓手，全
力推动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和技术含
量高的中小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四川。

突出精准高效的政策导向

在分组讨论现场，不少参会者注意

到同一个信号：更加突出精准的政策导
向。其中，围绕强化布局引领、财政投入、
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用能保障、考评激
励等多项政策，全会提出了更有针对性
的要求，而目的也很明确：引导各类资源
要素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集聚发力。

“千方百计、真金白银做好支撑，确
保政策落地。”财政厅厅长陈书平表示，
对照全会的《决定》和实施方案确定的重
点任务，财政厅考虑新增出台支持政策
以及现有政策提标扩面等领域的相关资
金需求，围绕六大优势产业整合财政资
金，聚焦关键领域发力。

围绕强化金融支撑，全会提出要完
善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对此，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特色
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
集，持续增加中长期贷款投放和保险资
金投资。

围绕强化用地保障，全会提出要建
立重点支持类产业项目用地计划指标省
级统筹保障机制。自然资源厅厅长孙建
军表示，将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
轻纺等优势产业项目用地，省级单列2
万亩土地利用计划指标进行兜底保障，
同时为重大项目用地审批开辟“绿色通
道”，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等改革，让
有限土地发挥最大效益。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碧红

从一个“补短板”工程 透视产业发展生态“棋局”

全会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