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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在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

扎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3月28日，
国务院召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工作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全国两会精
神，扎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以更新换代有力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丁薛祥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何立
峰、张国清，国务委员吴政隆出席会议。

李强指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
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项工作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
又促转型，既利企业又惠民生，具有全局
性战略性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站
位，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推动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抓
实抓好。

李强强调，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关系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必须
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

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扎实
推进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
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切实把好事
办好。要尊重企业和消费者意愿，加强政
策支持和推动，着力形成更新换代的内生
动力和规模效应。要注重分类推进，把握
轻重缓急，优先支持发展前景好、投入带
动比高的行业设备更新，加快淘汰超期服
役的落后低效设备、高能耗高排放设备、
具有安全隐患的设备，重点支持需求迫
切、拉动效应大但购置成本较高的大宗耐
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着眼提高经济循
环质量和水平，做好回收循环利用的文

章，加快“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
发展，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
化、规模化发展。要统筹考虑企业承受
能力和消费者接受程度，加快制定、修订
一批标准，通过标准的逐步提升推动更
新换代常态化。要精心组织实施，强化
统筹协调，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因地制宜
抓好落实，确保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广东省政
府、四川省政府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马梦飞 陈远
扬）3月28日上午，成都市2024年一季度
重大工业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在简阳市
举行。参加现场推进活动的重大工业
项目共40个，总投资968亿元，其中
2024年计划投资125.4亿元，涵盖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
绿色食品等多个领域。

记者获悉，这些重大工业项目包括
电子信息项目4个，总投资679.6亿元；装
备制造项目18个，总投资149.4亿元；医
药健康项目2个，总投资16亿元；新型材
料项目10个，总投资89.1亿元；绿色食品
项目3个，总投资15.4亿元；其他项目3
个，总投资18.4亿元。

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3年，全市486个亿元以上重
大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完成投资1014.3亿

元，为年计划的102.6%；142个项目开工
建设，178个项目竣工投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现场推进
活动的举办地，普正新能源能量载体精
密结构件制造基地项目也在当天亮
相。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通过建设新
能源能量载体结构件的研发及生产基
地，该项目将补齐成都市新能源产业链
关键环节。

据了解，2024年，成都全市计划实
施亿元以上重大工业项目510个，年度
计划投资1042.8亿元，107个项目开工
建设，129个项目竣工投产，83个项目加
快前期。1到2月，成都市亿元以上重大
工业项目完成投资161.2亿元，四川紫宸
科技等21个项目开工建设，191个项目
加快推进，带动全市工业投资增长
33.5%，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28.4%。

赛迪创新百强区（2024）发布

四川13个区上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3月

28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
赛迪创新百强区（2024）。四川省共13
个区上榜，其中8个来自成都，分别是武
侯、龙泉驿、双流、锦江、青羊、金牛、成
华、新都。成都之外还有绵阳市涪城
区、宜宾市翠屏区、泸州市江阳区、德阳
市旌阳区、绵阳市游仙区。

赛迪创新百强区（2024）的省（区）
梯度差异依然明显，其中广东、江苏、浙
江、四川为第一梯队，占总数的六成以
上。广东省相较去年增加2个上榜城
区，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据悉，赛迪创新百强区（2024）构建
了“创新生态、创新动力、创新主体、创
新成果”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
城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除直
辖市、国家级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外）地级市市辖
区创新能力进行全面评价，形成了2024
年赛迪创新百强区榜单。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立东 边钰 李淼）3月28日上午，以

“极视听·强赋能”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
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出席开幕式。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
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省委副书记、
省长黄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辰席，省
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施小琳出席开
幕式。

胡和平在致辞中代表中央宣传部对
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
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准确把握网络视听发展的趋势与
规律，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推动网络视
听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充分运用适合网络传播的载体、语言、形
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要深耕精品内容创作，推出更多展
现中国精神、反映时代气象、深受人民喜
爱的优秀作品，推动网络视听文艺从“高
原”迈向“高峰”。要强化科技创新，积极
主动识变应变，加强研究应用，为文化繁
荣提供技术动力。要增强国际传播效
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更生动，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要加强行业规范
治理，营造清朗的网络视听空间。

曹淑敏在致辞中说，近年来，网络视
听行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
想，守正创新快速发展，在巩固壮大宣传
思想阵地、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助力网络强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一年，网络视听
行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取得了新成绩、
展现了新作为。下一步，我们将始终把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放在首位，巩固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唱响网上主旋律最强音，
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
融合、协同发展，不断提升吸引力、传播
力、影响力，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营造良
好氛围。丰富优化内容供给，坚持以精

品引领行业发展，以精品奉献人民群众，
更好满足不同群体多种场景的精神文化
需求。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超高清
的拉动作用，高度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
等带来的新机遇，不断拓展网络视听业
务形态、产业生态，促进网络视听创新发
展。健全综合治理体系，坚持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强化网络视
听全链条管理，共同营造网络视听良好
生态。

黄强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四川
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充分
发挥网络视听的传播力影响力，赋能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和唱响
讴歌时代讴歌人民主旋律，大力推动文
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更好肩负建设文
化强省的时代使命。我们将聚焦“三国
三苏三星堆、非遗蜀道大熊猫”，推动数
字技术和文化艺术深度融合，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打造超级视听IP；加快突破超
高清视频共性关键技术，大力推进“超高
清+AI”应用，加快建设大视听产业高
地；大力推动“视听+旅游”，打造新场景，

更好满足游客各种消费需求，把更多“流
量”变“留量”；讲好四川故事，讲好四川
人民克难奋进、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的故事，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
量。我们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
大力度支持网络影视剧等发展，欢迎更
多优秀企业和人才来川创新创业、成就
梦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杨国瑞主
持开幕式。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成都市市长王凤朝
分别致辞。开幕式上，举行了庆祝新中
国成立75周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文旅—广电合作启
动仪式。

开幕式前，王晓晖、胡和平、曹淑敏、
黄强、聂辰席、施小琳等参观了新技术与
精品节目展。

部分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有关
领导，省领导陈炜、郑莉、胡云，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广电局负
责同志，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电商平
台、投融资机构、高校和研究机构代表等
参加开幕式。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蓉开幕
王晓晖出席 胡和平曹淑敏黄强致辞 聂辰席施小琳出席

总投资968亿元

成都40个重大工业项目启动建设

成达万高铁
进入轨道工程准备阶段
华西都市报讯（周大要 记者 曹菲）

3月28日，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
智能化双块式轨枕厂在南充市营山县
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高铁项目生产
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双块式轨
枕厂，它的投用标志着成达万高铁正式
进入轨道工程准备阶段。

据了解，双块式无砟轨枕是高速铁
路应用最广泛的轨枕，轨枕的模具精度
要求必须控制在0.25毫米以内，轨枕误
差在1毫米以内。

目前，成达万高铁桥梁工程整体进
度已达47.5%，隧道工程完成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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