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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补齐城乡短板
差距、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成都正
在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转型发
展需求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

12月28日，解读成都市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新
闻发布会召开。成都市委政研室、市农
业农村局、市网络理政办和市发改委负
责人，对会议亮点及成果作解读。

大城市带大农村
做强农业、农村、农民三大主体

“成都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
城乡关系相互交织、形势复杂，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不能简单地‘就城论城、就
农言农’，也不能粗暴地‘搞一窝蜂、撒
胡椒面’。”成都市委副秘书长、市委
政研室主任曾明友介绍，全会突出“抓
好两端、畅通中间”，既注重城乡整体
谋划、全盘打造，又坚持重点突破带动
全域提升，强调牢固树立城乡一盘棋

理念，一体推进市级统筹、县城和中心
镇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三大
方面，重点发力做强农业、农村、农民
三大主体。

会议达成共识，成都推动超大城市
转型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
和处理城乡关系，既要积极作为、又要
大胆探索、更要守住底线，努力探索走
出一条“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融
合发展新路径。

到2035年，成都基本建成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大都市

曾明友介绍，会议从不同阶段描绘
了成都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依托
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美好前
景，提出“2025年底，营商环境智慧化服
务体系总体形成”“到2027年，培育集
体经济年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村100
个”“到2035年，基本建成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具体
目标，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有科学指
导意义、又有激励促进作用，为做好当

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制定了清晰可
及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同时，会议明晰了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城乡共同繁荣、营商环境数字化
转型的发力方向和实践路径，大家一致
认为，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必须保持
发展定力，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
升科技创新水平、释放市场需求潜力，
持续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能；城乡融合
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统筹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一体推进规
划、功能、产业、人才、文化、创新、治理

“七个融合”，实现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
融合发展、互促共兴。

聚焦高质量发展硬道理
全力以赴推动“进”与“立”

曾明友介绍，本次市委全会与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套开，对全力以赴拼经济
搞建设作出部署。

会议提出，妥善把握好稳与进、立
与破的时度效，抓住经济运行的关键和
要害，统筹兼顾打好组合拳，稳定经济

基本盘、拓展发展新优势。更加突出科
技创新引领，更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充分发挥重大创新平台集聚优
势，推动规上企业强创新、专精特新上
规模；以两端发力深化产业建圈强链，
加快上下游、左右岸集聚成势；重点培
育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低空经济等
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加
突出扩大需求，更高水平推进消费投资
良性循环。

聚焦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振
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电子产品等大
宗消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发展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数字消费，壮
大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
新的消费增长点；聚焦地下管网“里子
工程”、教育养老等民生服务、产业建圈
强链等重点领域、“三大工程”等国家支
持方向、虚拟电厂等新兴领域，强化项
目策划储备，推动投资扩量增效。更加
突出绿色化数字化，更高水平推进经济
转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成都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12月
28日，解读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新闻发布会
召开。成都市网络理政办党组书记、主
任冯秀富对《关于依托智慧蓉城建设优
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提出的具体举措进
行了解读。

惠企政策发布渠道分散、企业知晓
度不高、惠企政策兑现难，这是目前存
在的实际问题。如何让营商环境优化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那就要
让“政策找企业”。

冯秀富介绍，成都市将推动惠企政
策“一平台总览”。依托“蓉易享”平台
全量汇聚现行有效惠企政策事项，制定

政策解读口径，进一步明确各类惠企政
策的申兑类型、标准、流程和时限。同
时，创新开设“政策直播间”，开展惠企
政策宣传解读及问答互动。

对“蓉易享”平台汇聚的380余万条
企业基本数据开展大数据分析，形成行
业、规模、经营范围等企业标签项；同时
对惠企政策按照行业分类、市场经营主
体范围、申报条件也进行标签化处理，通
过数据共享进一步提高企业与政策“双
画像”精准度，实现政策和企业标签的智
能匹配并形成可能享受政策的企业清
单。清单内的企业，将第一时间收到主
动推送的“专属定制”惠企政策清单。

此外，在“即申即享”方面，将优化

申报事项流程、环节，支撑企业网上申
请、一次提交；在“免申即享”方面，将以

“电子数据”代替“纸质材料”，以“数据
流动”代替“企业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企业少跑腿，避免出现企业因不了解相
关政策而“被动放弃”或怕申请麻烦而

“主动放弃”等情况。
从政策到服务，成都要在细节上挖

掘“周到”。冯秀富介绍，线上将依托
“蓉易办”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
台，“一站式”集成政务服务、政策申报、
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供需对接等各项服
务功能。线下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
企业综合服务专区，设置“惠企政策服务
专窗”，推行“政务服务+”模式，积极整

合涉企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等，提供政
策咨询、帮办代办、人才用工、金融服
务、法律服务等“一站式”增值服务。

同时，依托12345助企热线，进一
步做优“12345亲清在线”品牌，优化“企
业服务接听专席、服务企业专员、12345
热线企业诉求提速处置专班”三专服务
机制，完善企业诉求提速提级处置全流
程、闭环式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及
时高效解决。同时，以“蓉易见”为抓
手，完善常态化、制度化的线下政企沟
通交流机制，通过政企座谈会、政企咖
啡时、政企早餐会等形式，“面对面”解
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惠企政
策服务跟踪，形成服务闭环。

焦点关注

数据替企业“跑腿”成都有哪些服务路径？

12月 28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
举行四川省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专项行
动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如何切实解决困难群体的急难愁盼？
民政厅副厅长张晓玲作了介绍。

张晓玲说，四川地处南北交界，既有
盆地平原，又有山区，更有高寒地区，各
地入冬时间不一、受寒潮影响程度不
同，全省纳入监测的600余万低收入人
口中，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有450
余万。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是格外需要关注、关心的
群体，要确保他们温暖过冬，必须早谋划
早打算。

9项措施帮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为此，民政厅出台了《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专项行动方案》。方案包括加强低
收入人口的监测和救助、组织开展困难
群众的集中慰问、及时发放各类资金和
物资、加强困难老年人关爱和探访等9
项措施。

张晓玲介绍，方案的9项举措集中
体现了“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

续”的特点。
保基本上，明确了加强低收入人口

监测和救助、及时发放各类资金和物资
等措施，确保“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兜底线上，明确组织开展困难群众
集中慰问、加强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和
探访、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主动排查
隐患落实安全责任等措施，及时主动发
现潜在困难群众、及时主动发现困难群
众潜在风险、及时主动发现民政服务机
构安全风险隐患并及时消除。

救急难上，明确了发挥临时救助作
用为遇困群众救急解难、抓好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措施，通过为因各
种原因导致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急性、
过渡性基本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一
时之难，前不久，成都市、蒲江县两级联
动，及时救助一批务工无着人员并帮助
踏上返乡之路。

可持续上，明确了动员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措施，形成
全社会关心关爱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工作
调度，重点聚焦困难群众所急所需所

盼，扎实做好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各项
工作，把温暖和关怀送到他们的心中，
送到他们的手中，送到他们的身边。”
张晓玲说。

将实施老年助餐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同时，张晓玲介绍，2024年四川将
实施“蜀适幸福食光”老年助餐服务三年
行动计划。计划将分阶段稳步实施。第
一阶段，2024年底前，摸清老年助餐服
务需求底数，按照示范引领、适度扩面、
稳步推进的原则，立足充分整合利用现
有资源，每个市（州）打造不少于2个示
范性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第二阶段，2025年底前，深入探索
老年助餐有效模式，按需适度布局老年
助餐服务点位，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有
1个示范性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第三阶段，2026年底前，基本形成
以县（市、区）为中心、乡镇（街道）为节
点、村（社区）为支点，多种助餐服务主体
为支撑，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普惠便民
的城乡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在服务供给方面，规划建设示范性

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支持养老机构、餐
饮服务主体、物业企业、各级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参与老年
助餐服务。

在服务质效方面，落实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制定老年助餐
服务规范标准，全省助餐点统一悬挂标
识，统一命名规则。强化老年助餐智能
服务，支持连锁化运营，争取打造一批
城乡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点和优质服务
品牌。

张晓玲介绍，面向特殊困难老年人
的助餐服务已经纳入当地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四川将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
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
一点”等多元筹资模式。

未来，四川还将对享受助餐服务的
老年人实行差异化补贴，对助餐服务机
构将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或综合性奖
励补助。对租赁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房
产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的经营主体考虑
给予租金减免，全面落实税费优惠专项
政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保基本兜底线四川开展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