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人社合作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召开

四年相向而行 川渝人社系统合作渐入佳境

3月26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川渝人社合作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
在达州召开。会议审议并签署了《川渝
人社2024年“十大专项行动”合作协议》，
安排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

今年，川渝人社领域如何唱好“双城
记”？哪些工作是新增的重点？这些工
作将怎样惠及两地群众？

发布70项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涉及就业、社保、人才等工作

根据《川渝人社2024年“十大专项行
动”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十大专项行
动”），今年两地将推动就业创业、社会保
障、人力资源、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等业
务深入协同，着力形成一批人社事业区
域协同发展标志性成果。

“十大专项行动”包括实施川渝就
业创业帮扶提升工程行动、构建川渝大
学生就业创业协同服务体系行动、打造
社保服务“川渝社银合作”新模式行动、
推动川渝人社领域标准协同行动等，将
作为重点贯穿川渝两地人社合作全年
工作。

两地人社部门该如何着手做实做细

这些工作？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4年
度川渝人社合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该
清单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研究
制定，共有70项任务，涉及就业、社保、技
能人才、和谐劳动关系等领域，每项工作
均清晰地标注了责任单位、完成时限以
及成果形式。

记者发现，该清单所列举的任务
十分具体。比如，在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方面，川渝两地将联合举办第四
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业创业活动
周、举办川渝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
竞赛、推进川渝两地职业技能培训资
源共建共享等。

川渝数字人社共建共享
推动公共事务实现“跨省通办”

近年来，在人社部数字人社建设行
动要求下，深入开展川渝人社信息化合
作，强化人社业务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
合是川渝两地的共同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还签署了
《川渝数字人社共建共享合作协议》，包
含共建人社西部数据实验室、共建川渝

人社数据仓、共建川渝人社数字应用场
景、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八大合作
项目。

“今年川渝数字人社共建共享也是
我们任务清单中的新增工作和重点工
作。”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
负责人说，在发布的任务清单中，“川渝
数字人社共建共享”将单独作为一项任
务类别，涉及川渝两地就业数据共享、加
强川渝人社数据要素有效流通和充分共
享以及持续探索开展川渝人社西部数据
实验室建设3项具体任务。

“目前，川渝人社公共服务事项共有
43件，可以通过推进川渝两地人社数据
标准制定，共同开展数据治理，推进就
业、社保、人才人事等领域更多公共服务
事项实现川渝两地‘跨省通办’，实现同
一事项在两地以同一标准办理，丰富业
务应用场景。”上述相关负责人说。

推进“一卡通”协同立法
力争今年通过人大立法审议

持续推进社保卡“一卡通”协同立
法，是今年川渝人社合作“十大专项行
动”的又一重点工作。

据了解，当前川渝两地仍存在各类
公共服务类卡码过多过滥，且互不通用、
使用不便的问题。在川渝间开展社保卡

“一卡通”协同立法，以法治方式推动社
会保障卡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一卡通”
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川渝两地将社保卡‘一卡通’立法
纳入2024年人大立法审议项目，力争今
年7月提前审议。”前述相关负责人说，此
举能有效促进川渝地区人力资源有序流
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实际上，川渝两地早已打下社保卡
“一卡通”协同立法的工作基础。

去年4月，川渝两地人大常委会共同
协商确定，将社保卡“一卡通”川渝协同
立法分别列为两地人大2023年立法预备
项目加以推进，并同步开展相关立法调
研工作，推动及早将其列为立法审议项
目。同时，在去年12月召开的协同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第五次联席会
议上，两地人大常委会计划同步制定“社
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对社会保障服务
事项、网点覆盖、应用推广、职能职责、相
关主体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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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攀枝花市红格南矿建设开
发启动仪式在攀枝花盐边县举行，正式
拉开高效推进红格南矿全产业链开发、
高水平构建“千亿投资、万亿产值”世界
级钒钛产业集群的帷幕。仪式上，攀枝
花市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了
红格南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
产业投资协议等多项合作协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获悉，红
格南矿的开发，将锚定“一年开工、三年
见效、五年成势”的目标，扎实抓好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建设清单梳理、
高能级研发机构和中试孵化基地组建等
工作，确保项目今年内实质性开工建设。

红格南矿30多亿吨矿藏成功出让

攀枝花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富集
区，其钛储量世界第一，钒储量世界第三，
被誉为资源“聚宝盆”。目前，攀西地区主
要有四大矿点，分别是位于攀枝花境内的
攀枝花矿区、红格矿区、白马矿区和位于
西昌境内的太和矿区。其中，红格矿区分
为南、北两个矿区，红格北矿现已开发。

红格南矿是我国钒钛磁铁矿储量规
模最大、共伴生元素最多、资源潜在价值
最高的矿区。与周边的攀枝花矿、白马
矿等不同，这里除富含铁、钒、钛等金属
外，还共伴生铬、镍、钴等金属，是我国为
数不多的特大型多元素共生矿，具有很
高的综合利用价值。

公开资料显示，红格南矿采矿权面
积5.7823平方公里，探明钒钛磁铁矿资
源量32.56亿吨，其中，钛2.85亿吨，钒
598.56万吨。

2023年10月，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了关于红格南钒钛
磁铁矿采矿权拍卖出让公告。11月，红
格南矿采矿权成功出让。

确保项目今年内实质性开工建设

在红格南矿建设开发启动仪式上，
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格南矿的开发将锚
定“一年开工、三年见效、五年成势”的目
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规划编制、重大项
目建设清单梳理、高能级研发机构和中
试孵化基地组建等工作，“确保项目今年

内实质性开工建设”。
在坚持长短结合，抓好矿山开采的

同时，加强钒钛磁铁矿采、选、冶“卡脖
子”技术攻关，大力发展钒合金、钒电池
储能、高性能钛合金、钒钛功能材料等产
品，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持续提升资源综
合利用率、深加工率和就地转化率，推动
钒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经初步测算，红格南矿预计可开采
80年、实现收益超百亿、产业投资超千
亿、产值超万亿、新增就业岗位超万个。”
攀枝花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红格南矿
开发的全过程，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钒钛战略资源
的安全、绿色、智慧、高效利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冷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业）3月25日
至26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人社合作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在达
州召开。

四年，十次联席会议，川渝两地人
社部门携手共进、并肩同行，加快打造
人社系统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升级
版”。从大胆探索到深度融合，两地共
同推动了一系列重要项目落地，尤其是
川渝毗邻地区，共推人才交流、就业创
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相向发展，合作渐
入佳境。

会议指出，四年来，以部省市三方战
略合作为牵引，“1+1+N”合作模式聚势
赋能，全域签署合作协议131个，共同争
取部委支持事项落地59项。同时，共同
打造高质量充分就业先行区等重点平
台，开展成渝专家团服务基层等品牌活
动，构建起协同协作、共建共享的高能级
平台；紧贴群众需求，陆续推出“五件大

事”“十件实事”“六项举措”“十大行动”，
受到广泛好评；大力推动川渝养老保险
无障碍转移，率先实现电子化高效经办、

转移资金定期结算，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人社部正在全国大力推广。目前，川渝
人社合作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

高质量”阔步前行。
会议提出，2024年，川渝人社部门要

加快构建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人
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四大体系”，抓
好抓实29项年度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川
渝人社合作创新赋能、提档升级。会议
审议并签署了《川渝人社2024年“十大专
项行动”合作协议》和《川渝数字人社共
建共享合作协议》。

“我们要做深做实‘内联外引’文章，
联袂打造跨区域联动新典范。”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胡
斌表示，四川人社系统将与重庆人社系
统一道，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成
渝双核引领、深化毗邻地区合作、加强重
大战略对接。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实地调研观摩
了达州技师学院暨川渝万达开创业成果
展、神剑园廉洁文化基地以及达州数字
经济产业园智慧就业场景等。

《川渝人社2024年“十大专项行动”合作协议》签署

2024年川渝人社领域如何唱好“双城记”？

攀枝花红格南矿开发启动
我国最大钒钛磁铁矿将实现万亿产值

川渝两地签署合作协议。达州市人社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