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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进博时，全球目光汇聚上
海。11 月 5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将正式开幕。届
时，有着“四叶草”之称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将向全世界敞开怀抱，各国企业
也将纷纷奔赴这场“东方之约”。

11月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在进博会部分展区看到，各参展
商展位基本已布置完成，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最后的产品调试和收尾工作。本届
进博会企业展继续保持 36 万多平方米
的超大规模，共有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96家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
数都超过了上届。

迈入第七个年头，进博会将带来哪
些不一样的精彩？连续七年如约赴会的
四川，又能从进博会上收获些什么？

186家企业连续7年“打卡”
“新质生产力”成最大亮点

和以往相比，本届进博会有何不同？
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瞄准前沿科技，今年企业展的创新
孵化专区实现规模和质量双提升，首次
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命科学、制
造技术四大赛道进行策展，展览面积和

项目数量均为历届之最；科技主题区首
次设立新材料专区，进一步完善集成电
路专区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体验区。

与此同时，各参展企业也铆足全力，
带来了一批最前沿的展品，在进博会上
首发首展。

本届进博会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186
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七届“全勤生”。对于

这些连续7年“打卡”的企业来说，进博
会既是一年一度的老友重逢，也是抢抓
中国市场新机遇的重要机会。

四川借力进博会
招商引资与文化传播齐头并进

自首届进博会开始，四川每年都如
约赴会，是历届进博会的见证者、参与者
和受益者。

11月4日，由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四
川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的“跨国公
司投资四川恳谈会暨外资项目签约仪
式”在上海举行，汇丰人寿、拜耳等70余
家大型跨国公司及知名商会出席。会上
成功签约5个外资项目，涉及生物医药、
能源化工、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

每年进博会前夕，四川都会组织这
样的投资促进活动，全方位展示四川投
资环境与发展优势，跟踪促进合作项目
并推动签约落地。过去几年，已先后促
成英国阿斯利康、泰国天丝红牛、德国勃
林格殷格翰等进博会参展商变投资商，
来川投资项目、布局产业。

跨国公司投资四川恳谈会，只是四
川在本届进博会上的一个开场。在借力
进博会招商引资的同时，四川也将充分

利用这个国际大舞台，传播四川传统文
化和技艺。

“5日我会准时出现在展位上。”进
博会开幕前夕，德阳绵竹市岷元阁年画
社负责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德
敬给记者发来消息。这也是他第四次参
加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

“毕竟是面向全球的展会，可以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
同时，进博会本身也具有很强的销售能
力，不管是现场销售还是后期订单，都非
常可观。”李德敬如此解释参会的原因。

今年，李德敬将自己的展位扩大了
1倍，不仅带来了近千幅绵竹木版年画，
还有冰箱贴、铜拓等带有非遗元素的文
创产品。他坚信，今年的推广效果一定
会更好。

不仅是绵竹木版年画，自贡彩灯、
川北大木偶、宽窄巷子、三星堆等众多

“四川元素”都曾亮相进博会。在本届
进博会的中央大舞台上，四川还将带来
曲艺《水都消息》《四川清音峨眉茶》等
文化公益演出，让参展商感受四川传
统文化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姚瑞鹏 摄影报道

第七届进博会今日开幕

连续7年赴约 四川将继续传递开放之音

11月4日拍摄的进博会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一角。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11月4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十七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230件（来电举报104件，来信
举报126件），其中重点关注12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类
型来看（一件举报可能涉及多种问题类
型），涉及大气59件、水25件、噪声78

件、土壤8件、生态15件、辐射3件、其他
类型42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成都市126件，自
贡市2件，攀枝花市4件，泸州市6件，德
阳市12件，绵阳市8件，广元市2件，遂
宁市8件，内江市7件，乐山市5件，南充
市5件，宜宾市6件，广安市5件，达州市
5件，巴中市1件，雅安市4件，眉山市12

件，资阳市3件，阿坝州3件，凉山州5
件，省级1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
交相关市（州）和省级相关部门处理。

截至11月4日10时，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转办群众信
访举报件2639件（来电1443件，来信
1196件），其中重点关注196件。各地
累计信访举报件为：成都市1542件，自

贡市52件，攀枝花市73件，泸州市55
件，德阳市99件，绵阳市78件，广元市
34件，遂宁市26件，内江市68件，乐山
市63件，南充市85件，宜宾市72件，广
安市50件，达州市47件，巴中市16件，
雅安市49件，眉山市101件，资阳市42
件，阿坝州8件，甘孜州8件，凉山州48
件，省级23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十七批信访件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在 四 川

（上接02版）
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

发展——
2015年6月，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脱钩改革启动以来，全国共有7万余
家行业协会商会完成脱钩，初步建立起
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
会组织体制。

2023年12月，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
展部际联席会议调整设立，强化对行业
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相
关部门立足职责强化管理服务，协力推
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商
会党建工作不断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纵
深推进，内部管理持续规范，在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中贡
献了自身力量。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有会员单
位1.5万多个，是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对外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平台，2024年5
月承办了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党支部
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助力行业发展，推动高技术纺织品
在安全防护、生态修复、国防安全等领域
广泛应用……据有关部门统计，2023年
以来，各级行业协会商会共向政府有关
部门提出政策建议近6.5万项、牵线搭桥
招商引资项目约3.3万个。

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政治引领
和凝聚服务——

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就
业群体达8400万人。

2023年，10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文
件，对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各行业管理部门
发挥职能优势，推动各地成立快递行业
党委、网约配送行业党委、互联网行业党
委等，强化管行业就要管党建的意识，形
成党建工作合力。

社区食堂、篮球场、换电站、政务服
务站……走进上海普陀区万有引力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近4000平
方米的空间，汇集了医、食、驻、行等20余
个功能载体，成为普陀区新就业群体心
中的“温馨家园”。

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多措并举，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乡镇（街道）社工站、

“暖新”驿站、司机之家等，为新就业群体
提供贴心服务。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协
调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友好商
圈”，重点解决骑手进门难、充电难、休息
难、就餐难等实际问题，引导他们参与文
明宣传、困难群体照料等志愿服务，在基
层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夯基固本、服务群众，制度优
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

安徽桐城，一条六尺巷，见证了300
多年前一段你谦我让、以和为贵的佳
话。桐城市将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
形成“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走出一条
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治
理之路。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
考察时来到六尺巷。总书记指出，六尺

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
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
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
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
社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牢固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人往基层走、钱
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着力加强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近年
来，北京市探索形成的“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接诉即办”等经验做法，在全国广
泛推广。

围绕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
车”突出问题，2023年以来，有关部门出
台一系列具体举措，“轻车、壮马、畅路、
聚力”，既注重为基层赋能，又推动为基
层减负，取得明显进展。

有村干部表示，村部的牌子减少了，
要求村里开的证明、给村里交办的事少
了，村干部手机上的微信工作群也少了，
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
服务。

社会工作面对群众广泛、联系群众
密切、服务群众直接。

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运用好“四下基层”制度，深化信访
制度改革，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推
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有效
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听民意、汇民智，广泛征集人民建
议。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百姓关切，涉及国

计民生的重要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情，群众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领
导留言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
平台反映，让金点子“从群众中来”，好政
策“到群众中去”。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

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共有2.37亿
注册志愿者，135万支志愿服务队。从繁
忙的城市到偏远的乡村，从服务国家盛
典到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从乡村振
兴到抢险救灾，到处活跃着志愿者的身
影，“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

“我奉献、我快乐”成为社会新风尚。
社会工作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

人积极投身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光荣
事业。2024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考试报名人数达188.9万，再创历史新
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广泛分布在儿童
福利、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等
领域，开展专业服务，成为满足群众个性
化多样化需求、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一
支重要力量。

风好正扬帆，奋楫再远航。新征程
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社会工作必须
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下，新时代社会工作必将劈
波斩浪、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