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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两项工作重点推进
“高质量发展工作

‘集大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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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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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会上，成都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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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工作的推进实际是高
质量发展的各项重点工作集大
成的一种表达。”汤继强认为，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即是解决大
城市带大农村的问题，从而实现
新型城乡关系全面重塑的高质
量发展。此次成都深入实施“四
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
展战略，并结合实际情况从7个
融合入手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
合高质量发展路径，这些是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等若干国家战略叠
加的背景下有计划、有步骤、有
重点推进工作。

同时，在他看来，“依托智慧
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是通过
技术进步精准服务经营主体和
市场需求，将绿色化和数字化深
度融合，为经营主体提供良好的
服务环境。汤继强指出，依托智
慧蓉城建设，数字经济也能得以
快速发展，同时大量本土建圈强
链的成果都可以很好地应用展
示，从而让超大城市的治理更加
有水平、更加有温度、更加有厚
度，也倒逼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最终让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
城市的大家庭里显得更加精细
化、人性化和有幸福的质感，把
成都的特质和成都的味道淋漓
尽致地表达出来。

良好的生态本底是显著优势
成都的城乡融合应

当探索“全域景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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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继强说，“城乡融合不是
把农村当问题，把城市当答案，
成都是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首提
地，所以成都推进的城乡融合一
定要有特点，也一定会与众不同。”

成都有何不同？汤继强给
出的答案是“良好的生态本底”。

“东部沿海各大省成功案例
不胜枚举，但成都得天独厚的生
态本底、物理空间、气候条件、自

然禀赋、文化积淀是中国其他地
区都罕有的，也是独一份最珍贵
的城乡融合的最好本底。”他对
此表示十足的自信，“成都的城
乡融合一定要向高标准看齐，随
着成都的中心城区路网与全域
路网的逐步完善，农村和城市的
边界正在逐渐模糊，成都应当朝
着全域景区化、全域公园城市的
目标奋进。”

汤继强解释全域景区化的
意思是公园城市的景区化表达，
成都正在积极推进的“农商文体
旅”融合发展，既是城乡融合发
展的具体实践，也是公园城市建
设、“三城三都”、“世界文化名
城”建设的真实体现。

目标如何实现？2023 年
12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
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
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决定》，从推进规划融合
联动、功能融合提质、产业融合
共兴、人才融合互动、文化融合
发展、创新融合赋能、治理融合
聚力等七个方面作出安排。

“成都既有大城市、又有大

农村，城乡关系相互交织、较为
复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能简
单地‘就城论城、就乡言乡’，也
不能粗暴地‘搞一窝蜂、撒胡椒
面’。”中共成都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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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继强对以上观点表示赞
同，同时强调应当在超大城市的
现代治理背景下，探索城乡规划
一体化、城乡多规合一和全域景
区化。“不能就乡说乡，就城说
城，不要城乡用两个标准两个模
式两个赛道，成都要在这个方面
敢于创新，勇于突破。”

让数据多“跑腿”
智慧蓉城建设能有效

增加人才和产业黏合性

“成都GDP已超2万亿，经

营主体规模已增至387万户，四
川经济的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在2023年复杂外部条件
的影响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
属不易，成都要继续保持竞争力
和发展优势，就必须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汤继强说。

在2023年12月28日举行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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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发布会上，成都市发改委副主
任向彬称，成都市委研究决定依
托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以数字化改革驱动政府审批服
务流程再造、规则重塑、方式变
革，着力破解痛点堵点难点，实
现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
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

汤继强看到，近年来，成都
坚持把“智慧蓉城”建设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效能治理
的重要支撑，在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方面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也为营商
环境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创造了
良好条件。

“从过去的企业找政策，到
现在的政策送上门，这就是智
慧蓉城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内
容。”他以2023年12月23日成
都发布的“成都市都市工业产
业地图”为例，该地图集成了成
都市“5+2”区域产业社区、特
色街巷、专业楼宇等载体地理
位置、建设情况，以及发展方
向、重点企业、功能平台等，帮
助投资者迅速判断该区域的生
态优势、投资价值。此外，通过
产业地图还能看到成都全市标
准厂房的基本情况，让投资者迅
速知晓何处有承载地、项目何时
能落地等信息。

“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及
时解决甚至提前预判企业遇到
的问题，这是智慧蓉城建设直接
带来的高效益。”汤继强表示，随
着未来技术的不断升级赋能，让
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路，服务
精准性、便捷性以及城市的韧性
将会不断增强，从而增加本市的
人才和产业的黏合性，才能持续
保持成都在产业领域的综合竞
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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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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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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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从 2023 年
12月28日召开的解
读成都市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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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都 如 何 重 点
推 进 以 上 两 项 工
作？有何现存问题
与优势？西南财经
大学教授、西财智库
首席经济学家汤继
强接受记者采访予
以分析并给出了相
关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芮雯

建成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大都市
成都应当下好哪步棋？

2023年12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图据成都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