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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六篇文章实现六个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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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12月
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全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决定》，对成都如何推进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愿景。

全会指出，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正确方向、系
统谋划，牢固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着力
解决城乡一体规划不完善、功能布局不
均衡、产业发展不充分、要素流动不顺畅
等问题；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施策，按照

“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的工作思路，突出
阶段特征、体现区域特色，因地制宜推动
产业、要素、资源科学合理布局；坚持改
革创新、激发活力，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有效激活城乡要素资源和
经营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共富共享，着
力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

坚持守住底线、积极稳慎，坚决守住土地
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
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守住生态保护红
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确保城乡融合发
展稳中有进。

全会提出了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愿景：到2027年，城乡空
间和功能布局更加优化，“百村先行、千
村提升、全域和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
善，城乡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县域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更加稳定更加均衡，城乡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城乡文明程度和
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到
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县域、镇域功能作用更加凸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全面呈现，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建成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有了目标，成都接下来怎么干？
全会强调，要推进规划融合联动，健

全城乡规划编制管理制度，优化公园城
市城乡空间形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规
划布局，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优质配
置，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发展格局。要推
进功能融合提质，做优做强县城综合承
载能力，推动镇（街道）整体性提升特色
化发展，高标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加快重点片区和结对联动合作区建设，
不断提高城乡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

要推进产业融合共兴，积极推动三
次产业资源跨界配置和多业态融合发
展，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
片区，推动现代都市农业建圈强链，推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协同提升城乡经济发展水平。
要推进人才融合互动，积极引导人

才返乡入乡，加强乡村本土人才队伍建
设，提升人才激励和服务保障水平，不断
夯实城乡发展基础支撑。

要推进文化融合发展，加强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动
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着力塑造城乡文
明新气象。要推进创新融合赋能，深化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促进技
术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畅通城乡人口双
向流动渠道，激活农村土地要素活力，强
化资金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基层扩
权赋能和减负增效，全面激发城乡改革
发展内生动力。

要推进治理融合聚力，强化基层党组
织引领能力，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结合方
式，提升城乡敏捷智慧治理能力和安全韧
性水平，持续完善城乡治理现代化体系。

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12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
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如
何推动全会精神落实？成都市委常委、
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曹俊杰表示，高
新区将深入贯彻“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的硬道理”精神，将“稳”作为基础和前
提、“进”作为方向和目标，为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多作贡献，做到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抓好‘促稳’
‘快进’‘立标’三个方面工作。”曹俊杰
说，明年高新区将用“三驾马车”稳经济，
即用“大项目”投资支撑，“大活动”消费
引流，“大企业”外贸压舱。具体包括：把
四大重点片区作为促投资的核心承载
地，重点推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天府校
区、芯光智造园、阿里云等重大项目建

设；重点举办元宇宙跨年盛典等科技爆
款类、星光露营节等新潮生活类大型消
费活动，推动全区社消零总额增长。

快进，即聚焦“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形成新质生
产力。曹俊杰表示，明年高新区将在重
点产业链和科技创新体系上提质进阶，
把产业链拉起来、配套链建起来、创新
链活起来，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立标，即围绕全会两项重要安排部
署，树立区域协作和环境营造示范标
杆。“今年是高新区营商环境‘提质年’，
明年将推动从‘提质’转向‘立标’。”曹
俊杰举例说，平台赋能力求智慧化，简
化企业跑腿事项、审批事项，以平台的

“智感”塑造营商环境的“质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超大
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和依托智慧
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在27日下午
的分组讨论上，成华区委书记袁顺明
表示，成华区将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
精神，重点“做好六篇文章，实现六个新
突破”。

一是做好科产融合文章，在产业
建圈强链上实现新突破。大力实施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倍增”计
划，携手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
共建创新生态圈，提升打造能源产业
集群，精心培育一批“工业上楼”示范
项目，做强品牌经济、楼宇经济、商圈
经济。

二是做好引育融合文章，在壮大经
营主体上实现新突破。积极抢抓双城
记、都市圈等重大机遇，持续强化枢纽
门户地位，引进培育并举、存量增量并

重，推动280余亿产业基金群精准高效
规范运行，积极谋划国际化营商环境6.0
政策，完善“蓉易+”系列政府服务品牌，
打造大模型应用场景，积极建设投资洼
地、兴业热地、发展高地。

三是做好点线融合文章，在城市提
档升级上实现新突破。落实“三个做优
做强”、“四大结构”优化调整，全力推进
熊猫国际旅游度假区、金色中环、蓉北
商圈（成华区）三大重点片区建设，统筹
实施八里庄等30个更新项目，稳步推进
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全力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

四是做好文旅融合文章，在文化品
牌塑造上实现新突破。

五是做好功能融合文章，在民生品
质提升上实现新突破。

六是做好上下融合文章，在提升治
理效能上实现新突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赵奕

12月27日，在全会分组讨论上，双
流区委书记欧昭表示，明年，双流将重
点做好优规划、兴产业、提品质、强治理
4个方面工作。

在优规划方面，双流466平方公里
范围内，城乡面积约各占一半，9个镇街
均涉及城市开发空间、耕地和生态控制
区。这种“城乡交织”的空间形态，需要
双流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
机结合起来，将城市、农村作为一个整
体，统筹推进、协同实施。

欧昭重点谈到了双流如何“先立后
破”兴产业。近3年，双流航空产业占
GDP比重保持在10%以上，其中航空运
输业占GDP比重保持在6%以上、占服
务业比重保持在10%以上，支撑了双流
经济稳步增长。双流将突出客运“精品
化快线化”、货运“全货机全球化”发
展，支持航司加密载客量大、客座率高、

体验感好的精品商务航线，推动快线旅
客占比提升至45%；明年新开通2条以
上国际货运航线，形成25条以上通达
美、欧、亚的骨干货运航线网络，实现航
空客货运3000万人次、50万吨能级。

“如何构建航空产业生态是我们重
点思考的问题。”欧昭表示，双流对标上
海虹桥商务区，以国际空港经济区为牵
引，一体谋划机场周边，建设“一港三
区”布局的环港经济区——在国际空港
经济区，依托空客、中国商飞等链主，打
造航空一站式制造维修基地；在港前服
务区、空港商务区，结合机场提质改造，
布局航空会展、商务商贸、总部经济等
现代服务业，打造千亿级航空产业生
态，推动航空产业由以运营服务为主向

“航空制造维修+航空现代服务”并重
转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老百姓切
身利益。12月27日，在全会分组讨论
上，成都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道
明表示，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做好稳就
业、聚人才、强保障、优治理各项工作。

聚焦稳增长稳就业，王道明表示，
要全力深化“大就业”工作格局，构建党
委政府统筹领导、部门横向协同、系统
纵向贯通、社会广泛参与的就业工作一
体化推进机制，联动产业部门落实落细

减税降费、减负稳岗、金融支持等一揽
子政策，做实规上、专精特新等重点企
业用工保障。

全力强化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开
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
动，建立人社、教育、高校多方联动协
同机制。同时，统筹做好就业困难人
员援助帮扶，持续强化“1311”帮扶服
务，兑现“不挑不选，两个工作日就业”
的社会承诺。

“要全力优化基层
就业服务。”王道明说，
将建立“蓉易就业”基
层服务机制，提档升级
数字化公共人力资源
市场，构建15分钟就业
服务圈。确保2024年
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
以上，实现“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赵奕

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曹俊杰：

推动营商环境从“提质”转向“立标”

成都市人社局局长王道明：

确保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以上
成都市双流区委书记欧昭：

建设环港经济区打造千亿级航空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