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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突出共推新型工业化的
‘牵手’。”12月28日，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
第八次会议召开前，参会人员发出感慨。

感慨，来自于川渝第八次“牵手”的
活动设置与共同决定的内容：当天上
午，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参观的3个点位
中，两个为制造业项目；下午会议开始
前，两省市又共同举行川渝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活动；会上，重点内容
之一又是川渝分别介绍共推新型工业
化有关考虑。

第八次“牵手”，川渝两省市为何突
出共推新型工业化领域？又该如何“共
推”？会议当天，问号逐渐拉直。

怎么看？
制造业协作是重中之重，双

方有基础也有需要

产业协作，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跨
省协作，历来是川渝两省市合作的重中
之重。

翻开川渝前七次“牵手”的历史，制
造业始终是重中之重。2021年5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
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提出，共同
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作为首次
线下举行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现场明确
共同打造汽车和电子信息两个万亿级
产业集群。随后的第四次会议和第五
次会议，先后明确共同打造装备制造、
消费品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合作主动性，源于基础与成果。
合作效果如何？目前，两地电子信

息制造业规模突破1.6万亿元，汽车产

业整体规模达7500亿元，初步搭建起
川渝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平
台，川渝消费品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不断
提升。今年前三季度，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共完成工业增加值1.68万亿元，同
比增长6%。

在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看来，这些丰硕的成果，就是双方继续
合作的动力。

合作的动力，源自于双方的共同需要。
制造业是重庆立市之本、强市之

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重中之重。2023年，重庆先后
印发《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
2027年）》《重庆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产
业地图（2023年）》等重磅文件，助推加
快将重庆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

在四川，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确定
了“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
展战略。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明确必
须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摆在全局工作的
突出位置，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

“可以说，川渝在制造业领域的协
作，是‘瞌睡遇到枕头’。”重庆市发展改
革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筹备第八次会
议期间，双方在确定共同推进新型工业
化这一主题、推进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一方向上可
谓一拍即合。

怎么干？
锚定五大重点，相向而行、共

同发力

共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到底怎么抓？
川渝今年以来的一些部署可见端倪。

年初，川渝共同分解49项工作任
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协
同发展全面加速。

今年6月，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七次
会议上，两省市明确重点推动川渝金融
企业战略互投、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共建电子信息制造业

产业集群、共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等。
接下来川渝两省市将依托国家在

川渝布局的重大创新平台，按照“整体
联动、分工协作、链式配套”，强化相互
赋能、共建共享共用。从具体项目入
手、把能够做的事做起来，“一体化、高
质量”构建具有川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具体来说，有五大重点措施：支持
和促进创新平台合作，加快成渝综合性
科学中心和西部科学城建设，引导两省
市高校、科研院所和领军企业跨区共建
创新联合体；共同建设一批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好

“链主”企业作用，强链、补链、延链；统
筹布局和推动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等
领域能力提升；以共同打造汽车、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和消费品等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为抓手，选取一批重点领域
和重点项目，两地全力支持，力争迅速
结出更多成果。

行动已经开始。会议召开前，川渝
高规格举行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集群培育提升三年行动启动仪式，现
场介绍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
群建设成效和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
制造集群培育提升三年行动的重要工
作举措。

“接下来，双方将在新型工业化领
域相向而行、共同发力，强化链式配套、
集群发展和科技合作、协同创新，以及
区域联动、园区共建与市场互通、能源
互保。”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说，川渝共推新型工业化，让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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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

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川渝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汇聚网络文明力
量。12月28日，四川省网络文明建设暨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活动在成都举行。

为弘扬正能量、全面压缩网络谣言生
存空间，活动现场，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
平台联动辟谣正式启动，全省“1+5+N”
联动辟谣机制也随之正式建立。

“1+5+N”联动辟谣
让网络谣言“无处遁形”

2020年5月19日，四川互联网联合
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迄今发布权威辟
谣内容 1 万余条，其中原创辟谣稿件
1750余条，阅读量过亿稿件36条，已成
为四川全省治理网络谣言、遏制网络谣
言、第一时间澄清网络谣言的权威渠道、
公开窗口、联动平台，在全网发出了具有
四川特色的“辟谣之声”。

在四川省网络文明建设暨走好网上
群众路线活动现场，举行了四川互联网联
合辟谣平台联动辟谣启动仪式，全省“1+
5+N”联动辟谣机制正式建立。

“1”为四川省委网信办主管主办的
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5”代表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新
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及其所属的网站平台、新媒体平台，

“N”代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驻川频道、省
直有关部门、21市（州）党委网信办、市级
新闻媒体及市级融媒体中心、185个县级
融媒体中心，以及腾讯、抖音、快手、新浪
等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在川机构。

“1+5+N”联动辟谣机制将进一步夯
实四川联动辟谣工作基础、优化工作力量
配置，弘扬网络正能量，全面压缩网络谣言
生存空间，形成一体联动、一键推送、一网
打尽的网络辟谣工作格局；营造敢于发声、
善于发声、及时发声的网络氛围，举全省之
力、众矢之力，构建强大正能量同心圆，形
成网上网下联合打击网络谣言的强大声

势；坚决铲除网络谣言滋生土壤，扩大网
络辟谣传播力影响力，为营造天朗气清的
网络空间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多单位各领域齐参与
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近年来，四川各地各部门不断加强网
络举报和辟谣工作，强化政治责任、完善
制度机制、健全工作体系、打造工作品牌，
奋力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做好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需要坚持
实事求是、及时回应、精准处置，在遏制网
络谣言、营造清朗空间的实践中，多个单

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活动中公布了2023年四川省网

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名单，包
括科技厅、公安厅、司法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文物局等20家单位。

作为2023年四川省网络举报和辟谣
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宣汉县融媒体中心总
编辑杨元华表示，作为一个县级融媒体中
心，要充分发挥接触基层群众的优势，利
用宣汉融媒客户端问政、爆料、社区等板
块，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第一时间
辟谣，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如何利用“1+5+N”联动辟谣机制全
面压缩网络谣言生存空间？凉山州委网
信办副主任赵亮表示，未来将依托互联网
联合辟谣平台以及“1+5+N”辟谣机制，
持续完善和优化网络举报和辟谣制度，倡
导公众共同参与网络治理，畅通举报途
径，鼓励公众对卖惨摆拍、虚假带货、虚假
宣传、虚假销售等各类虚假行为进行举
报，及时辟除网络谣言，还原事实真相，依
法依规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全社会共
同努力推动构建“同参与、齐共管”的网络
综合治理工作格局，为推动凉山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清
朗网络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苟春 杨涛罗石芊

四川省网络文明建设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活动在成都举行

“1+5+N”四川联动辟谣机制正式建立
2023年四川省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2．四川省公安厅
3．四川省司法厅
4．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四川省文物局
6．中共成都市委网信办
7．中共泸州市委网信办
8．中共德阳市委网信办
9．中共南充市委网信办
10．中共广安市委网信办

11．中共凉山州委网信办
12．宣汉县融媒体中心
13．仁寿县融媒体中心
1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5．四川广播电视台
16．四川新传媒集团
17．成都传媒集团
18．遂宁传媒集团
19．宜宾广播电视台
20．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