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聆听王晓晖书记重要讲话
和黄强省长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倍
感振奋、倍受鼓舞。”1月21日，省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省政协委员，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杰表示，此次两会对以科技
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前瞻布局和培
育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作出具
体安排。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2024 年四川税务部门将进一步落
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落实减税降费
引导要素资源投向六大优势产业

减税降费是经营主体感受最直
接、最具体的政策措施。“省委省政府
对今年工作所作安排部署，符合全省
工作实际，契合群众期盼关注，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为我们
做好税收工作指明了发力方向和着力
重点。”李杰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也提出，2024年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
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
业发展。

李杰表示，四川税务部门将认真抓
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分解落实，把
持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作为

关键一环，特别是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增强支持科
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税收优惠的确定
性，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投向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投向六大优势产业，更好激
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更
好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升级，为工业兴省、制造强省、数
字强省蓄势赋能。

同时，将继续优化“政策找人”工作
机制，做好税费支持政策统计核算和红
利账单推送，持续开展退税减税降费政
策跟踪问效行动，强化“政策红利引导—
研发投入增加—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
益增加”的链条效应，持续推动税费红利
精准入袋、及时反哺，为企业纾困解难，

促进税收和经济良性循环。

推出优化营商环境措施
深化税收大数据应用

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外，李
杰表示，还将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深
化“银税互动”“补链助企”“春雨润苗”
等惠企利民行动。

“2023年，四川税务部门接续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和四川省相关实施方案，
持续打造更加优质的税收营商环境。”
李杰介绍，四川税务建立了全国税务系
统首个新时代“枫桥经验”研学基地，建
成22家公职律师涉税争议咨询调解中
心。去年全年推出5批次124项便利化
办税缴费措施，229项“全省通办”税费
业务让纳税人实现异厅通办、就近快
办。“银税互动”帮助以民营经济为主体
的11万户企业获得贷款1800亿元。

“今年，税务部门将认真落实国务
院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部署要求，
围绕此次两会作出的谋划部署，持续深
化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聚焦纳税人
缴费人急难愁盼，不断优化‘网上办’

‘掌上办’‘全省通办’‘川渝通办’等服
务举措。”李杰表示，将聚焦民营中小微
企业等群体需求，深化“银税互动”“补
链助企”“春雨润苗”等惠企利民行动。

同时，将依法保护诚信纳税经营主体的
合法权益，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对各类涉
税违法行为，依法精准打击、靶向综合
整治、常态长效曝光，持续营造规范有
序、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大数据在深化纳税信用运用、支
持企业发展上也发挥了较好作用，“今年，
税务部门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在
涉税大数据分析应用上精准发力。”李杰
提到，在科学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上，配合
发改、统计等部门，综合考虑经济总量、经
济增速，以及生态红线、耕地红线等高质
量发展事项，加快探索建立及时客观反映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李杰表示，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上，通过“税电指数”指标体系更好反映
县域经济发展动态和质量，积极“牵线搭
桥”引导企业供需对接、补齐“链条”，积极
支持县域地区培植税源、深挖潜在税源、
开发增量税源，为发展县域经济助力。

在服务党政领导决策上，深化应用
“民营经济税电指数”“绿色能效税电指
数”，更加全面反映涉税经营主体运行
情况。持续推进“涉税涉费数据共享专
区”建设，充分发挥“四川省微观数据实
验室”作用，持续推进跨部门数据统计
口径标准化，更好服务宏观经济统计核
算和党委政府领导决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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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四川省税务局局长李杰：

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代 表 在 这 里

省人大代表，达州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洪：

加强跨省统筹协调支持川渝毗邻地区重大平台项目建设

委 员 在 这 里

1月22日，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开幕。落实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总体
方案，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1月 23
日，省人大代表，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袁洪，围绕万达开地
区统筹发展的议题，在分组讨论时介绍
了达州的情况，并就如何提升万达开区
域合作水平提出了建议。

袁洪介绍，地处川渝陕接合部的达
州，位于重庆、成都、西安三座国家中心城
市腹心地带，成达万、西渝两条高铁十字

交会。达州全市上下正扎实推动战略项
目化、具体化、政策化，谋划一批重大项
目、重大事项、重大政策，为万达开地区统
筹发展谋取更多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
遇。袁洪分析说，万达开三地虽然已建立

“党政联席会议、分管领导协调会议、联合
办公室+专项工作组”工作机制，但由于三
地跨省级行政区，目前还缺乏一个强有力
的统筹协调机构，对于推动重大事项落实
和关键核心问题解决协调力度不够。基
于此，他建议四川省政府呼吁国家层面成

立联系指导机构，建立联系指导直通绿色
通道，加强对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的宏观
指导和统筹协调，推动万达开地区统筹发
展取得更大成效，即，由西部大开发省部
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秘书处直接联系
指导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

袁洪还建议省政府积极争取设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央预算内
专项资金，支持川渝毗邻地区重大平台
项目建设。其理由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规划纲要》等系列规划，已谋划

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出，2024年成渝地区要做好“相互
赋能、相向发展”大文章，要推动川渝共
建项目与合作事项加快实施，滚动建设
300个重大合作项目，共同打造世界级
产业集群。然而万达开地区属于经济
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偏小，融资能力
较弱，跨省域合作重大项目需要专项资
金的大力支持，应给予川渝毗邻地区平
台更多倾斜和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1月22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同一时刻，正是四川省两会时间，四川
省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德阳市委主委、
德阳市医保局局长吴泳，带来了一份
《关于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促进消费潜力
变成发展实力的建议》。

“长寿时代，银发经济是一片‘蓝
海’。”吴泳表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对四川
而言尤为迫切。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中，吴泳表示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老
年人口数量扩大，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

在持续增长、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
强，银发经济迎来广阔市场空间，这一
趋势将为老龄产业发展，以及更多经营
主体与社会组织提供机遇。

四川发展银发经济的挑战又在哪
里？吴泳做了具体分析。“当前多层
次的养老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尤其是
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短板；另一方面，
市场优质供给不足，医康养护结合不
足，养老产业的供给内容仍然集中在
助餐、护理等基础服务方面，尚未形
成优质、精准的产品供给和服务体
系，也难以满足较高层次的养老需
求。”吴泳说。

吴泳建议，首先要把发展银发经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进一步完善
顶层设计，制定银发经济发展规划，确
定战略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确定银发
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
工程，推动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
群化、品牌化发展。其次，要将老年群

体“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作为政策
的发力点和市场的增长点，对公共基础
设施、居家环境、交通出行、智能应用等
加快适老化改造。加大养老机构建设
和改造力度，培育专业的社会助老队
伍，建立老年人群数据库。根据需求建
设一批不同规模档次的养老院、养老公
寓，积极推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现代化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吴泳提出，利用四川的自然优势、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有效整合调动各
类要素资源，完善银发经济产业链，全
力打造老龄康养旅居目的地、老龄装备
制造业集聚地、老龄消费集散地，使银
发经济成为建设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新引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勇

吴泳 受访者供图

省人大代表、德阳市医保局局长吴泳：

瞄准银发经济新“蓝海”促消费潜力变发展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