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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 向新而行聚动能
——勇担经济大省重任的四川实践

(上接02版）
共赴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今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全会《决定》提
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
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前程远大，未来可期。
“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

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
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铿锵有力。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汇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力量——

2023年12月，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南宁市良庆区蟠龙社区，指出

“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
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
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
结搞得更好”。

如今，在蟠龙社区，居民自发组成合
唱团，每周都会聚在一起，带上自己民族

的乐器，进行合唱练习。社区还开展了家
庭共读、民族歌舞、育儿课堂等互动式、沉
浸式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多来往、多交流。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

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进各民族人口
流动融居，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
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推动实现各
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
面的全方位嵌入，不断拓展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广度深度，汇聚起各民族踔厉奋
发、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必须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2022年7月，在新疆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数千年的文明瑰宝，璀璨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深受触动：“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
川汇流而成。”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精神家园构筑必须久久为功。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

教育常态化机制，面向各族群众加强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用共同理想信
念凝心铸魂，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力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各族群
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故事，不
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和时代价值，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不断增强各
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一系列举措，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

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
体的发展大趋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必须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让各族
人民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
考察。总书记强调：“从全国来看，推动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

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
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深入
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
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
境稳、边防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
过上好日子。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各
族群众和民族地区“不能掉队”的信念与
决心，一以贯之。

迈上新征程，要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
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破。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各族儿女
团结一心，必将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制造业不断
向新而行、消费新场景迸发新活力……今
年上半年四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463.3
亿元，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0.4个百分
点，保持了2023年前三季度以来高于全国
的态势。

四川勇担经济大省重任，把全力以赴
拼经济搞建设作为当下第一位任务，发挥
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作用，努力为全国大
局多作贡献。

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塔吊施展长臂、工程车辆穿梭……在
成都未来科技城，总投资29亿元的卫星
互联网与卫星应用产业园正在建设。这
是成都市第三季度着力推进的208个重点
项目之一，将对成都未来“千亿级”卫星产
业集群发挥支撑作用，辐射带动西南地区
卫星研发、生产、运营等创新发展。

“我们抢抓‘金九银十’施工黄金期，
加大资源投入，科学安排施工，确保年底
前完成部分楼栋主体结构封顶。”中建五
局项目施工负责人刘明说。

重点项目是为全国多作贡献的“牵引
绳”。9月以来，四川省、成都市和各市
（州）紧锣密鼓召开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
议，把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作为当下第
一位任务，各地不回避短板、困难，安排细
化具体措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以
四川发展之“进”服务全国大局之“稳”。

在资阳市，四川省“十四五”重点工程
川投集团资阳燃气电站9月16日全面投

产。在广元市，星恒青源新能源锂电池
（二期）项目厂房刚刚建成，正在安装调试
设备，预计10月试生产。9月12日，随着
天邛高速等5条高速公路同步建成，四川
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国家向
西开放的“新蜀道”更加畅达……

今年1至8月，四川700个省级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6273.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83.3%，远超时间“进度条”。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
观经济组组长丁任重说：“这些重点项目
规模体量大、项目结构优、带动作用强，加
快建成投用，将为全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制造业提质汇聚新动能

几天前，在成都市锦江区，四川泰瑞
创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都正
在为缺乏高端人才发愁，产品升级时电路
控制、光路设计遭遇瓶颈。经信部门邀请

“上下游”业界人士，走进企业纾难解困。
这是成都开展“进万企、解难题、优环

境、促发展”工作的一幕。在了解企业情
况后，电子科技大学相关专家表示学校就
有相应的人才，可以牵线搭桥。电信科学
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张
珏说，可以在产业链中帮企业推介产品。

“有政府部门贴心服务，有专家提供
支持，有行业龙头推介，我们对技术创新
充满信心。”朱都说。

制造业是四川积极服务国家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攻
方向。目前，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8%左
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成为带动西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上半
年，四川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9%，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在绵阳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
块块折叠屏在自动化生产车间里不断下
线。“传统屏幕是用偏光片做的，我们通过
技术创新，采用无偏光片技术，减轻重量、
厚度的同时，延长了折叠屏寿命，在全国
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绵阳京东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福坤说。

“川渝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四川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代永波说，四川做强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特色消费品4个
万亿元级的“当家”产业，新型显示面板出
货量居全国第三，全球近20%的柔性屏为

“四川造”。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说，四川
已聚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
成了从锂矿资源开发、上游材料及电池组
件生产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成为
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高
地之一。上半年，四川生产动力电池64.6
吉瓦时（GWh），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同
比增长56.4%。

消费焕新迸发内需新活力

四川是人口大省，消费潜力巨大，
2023年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由
全国第6位上升到第5位。眼下，四川正
在以提振消费为重点，着力扩大国内有效
需求。

不久前，眉山市居民张涛在网上看
到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他家里正好有

一台旧空调，就换购了一台新的，补贴
500多元。

“在家电以旧换新国家政策规定的8
个补贴品类基础上，四川增加到16个品
类，新增的投影仪、净水机、洗碗机等有较
大市场需求。”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
清说，争取到2024年底，全省家电以旧换
新实现200万台以上，拉动消费80亿元。

在大件消费方面，四川存量资产量大
面广，全省汽车保有量超1500万辆，其中
成都超过650万辆居全国城市第一。通
过以旧换新，特别是鼓励传统燃油车更换
为新能源汽车，四川有效带动全国各品牌
汽车消费。“自从以旧换新政策落地，顾客
日均到店量提升了20%到30%，成交率提
升了30%到40%。”四川仁寿县比亚迪汽
车经销商熊磊说。

四川是文旅资源大省，各地不断推出
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圈粉”全国各地游
客。今年中秋假期，西昌市建昌古城首次
在夜间开放城墙，轮番上演拜月仪式、快
闪巡游、沉浸式户外实景剧本杀等“国风”
新潮流，为游客提供古今交融的全新体
验，接待游客20.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45.3%。

1至8月，四川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7536.6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
比全国高1个百分点。

“第四季度是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冲
刺期。”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
究院院长杨继瑞说，四川要在“三次产业”
更加精准发力，抓好项目建设和农业秋收
秋种、稳住工业经济增势、促进服务业繁
荣，以四川发展之“进”为全国大局作出更
大的贡献。 （新华社成都9月26日电）

中国证监会26日宣布，为大力引导
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
资金入市堵点，努力提振资本市场，近日，
经中央金融委员会同意，中央金融办、中
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
入市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主要举措包括三方面。一
是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
态。鼓励具备条件的上市公司回购增持，

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严厉打击
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行为。完善适配长期
投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中长期资
金交易监管，完善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
司治理配套机制。

二是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支持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稳健发展。加强基金
公司投研核心能力建设，引导基金公司从
规模导向向投资者回报导向转变，努力为

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丰富公募基
金可投资产类别，建立ETF指数基金快速
审批通道，持续提高权益类基金规模和占
比。稳步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综合费率，推
动公募基金投顾试点转常规。

三是着力完善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
配套政策制度。建立健全商业保险资金、
各类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三年以上长
周期考核机制。培育壮大保险资金等耐

心资本，打通影响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制
度障碍，丰富商业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模
式，完善权益投资监管制度。完善全国社
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政策制
度，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放开企业年
金个人投资选择，鼓励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人探索开展差异化投资。鼓励银行理财
和信托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

据新华社

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中央金融办、证监会印发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