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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付真卿）11月20日至21日，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前往南充市、达
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决策部
署，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全力
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
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大局多作贡献。

每到一地，王晓晖首先听取市委、市
政府总体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两市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十二届六次
全会精神情况，对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
肯定。他说，南充、达州是川东北区域中
心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六次全会精神落地
落实，积极融入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组团培育川东北省
域经济副中心上展现更大作为，引领带
动川东北经济区加快振兴发展。王晓晖
强调，现在距年底只剩一个多月时间，南

充、达州要挑起经济大市重任，鼓足干
劲、奋勇争先，细化对接落实中央一揽子
增量政策，以实打实的项目为牵引，进一
步锻长板扬优势，以更有力举措补短板赶
进度，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任务。调研中，王晓晖深入工农业生
产一线，了解新质生产力培育、数字赋能
传统产业等情况。在顺庆区四川中景航
天科技公司、高坪区四川川晶科技公司，
王晓晖认真观看产品展示，走进生产车
间察看智能制造过程，详细询问生产经
营、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要通过持
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
力。在位于达川区的达州数字经济产业
园，王晓晖听取了当地发展大数据产业
的情况介绍，要求抓住用好“东数西算”
工程战略机遇，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拓宽数字应用场景，让数字经济更
好赋能实体产业发展。在开江县智慧农
业与科创中心，王晓晖检查指导晚秋生
产工作，了解依托数字化发展智慧高效
农业情况，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农

业产出效益，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
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王晓晖指
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南充、达州要
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条件，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定有序
的社会环境。王晓晖来到达州市群众接
待中心大厅，察看来访接待窗口运行，详
细了解群众信访事项的主要类型、办理
流程等。随后，他走进信访接待室，认真
听取来访群众反映事项，关切询问具体情
况，针对他们反映的拖欠民工工资、堰塘
年久失修、看病用药不便等问题，与属地
有关部门现场研究解决办法。王晓晖指
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
工作，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送上门
来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临近岁末，各
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全面排
查信访积案，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
风险隐患，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

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四川开展督察期间，向我省移交多批次
群众信访举报件并通报典型案例，整改
工作推进如何，王晓晖十分关注。调研
中，王晓晖听取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
报典型案例和信访举报问题整改情况汇
报，并实地检查指导企业环保措施落
实。他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推进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针对性制定整改方
案和具体措施，举一反三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更好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王晓晖还前往位于南充
市的四川省大木偶剧院，了解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大木偶保护传承情
况。他指出，剧院作为川北大木偶的唯
一传承单位，要切实把老祖宗留下来的
这一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
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省领导陈炜、董卫民，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王晓晖在南充市达州市调研时强调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大局多作贡献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11月2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三十三批群众
信访举报件167件（来电举报0件，来信
举报167件），其中重点关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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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件、水29件、噪声47件、
土壤8件、生态12件、其他类型19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成都市81件，自
贡市10件，泸州市3件，德阳市16件，绵
阳市6件，广元市1件，遂宁市5件，内江
市3件，乐山市12件，南充市12件，广安
市3件，雅安市4件，眉山市3件，资阳市2

件，甘孜州1件，凉山州1件，省级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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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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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1件（来电2575件，来信
3476件），其中重点关注406件。各地累
计信访举报件为：成都市3513件，自贡

市137件，攀枝花市110件，泸州市121
件，德阳市241件，绵阳市199件，广元市
69件，遂宁市92件，内江市132件，乐山
市157件，南充市231件，宜宾市177件，
广安市107件，达州市132件，巴中市39
件，雅安市114件，眉山市208件，资阳市
85件，阿坝州22件，甘孜州21件，凉山州
96件，省级48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三十三批信访件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在 四 川

火灾铃声响起，楼中人员俯身低头
快速撤离，消防员携带水枪水带入场扑
救……11月19日，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
道开展了消防疏散演练。今年全国消防
宣传月期间，类似的基层应急演练和培
训在四川各地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
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
害事故，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

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离不开完
善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近年来，
四川大力推进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
建设，整合基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
急管理各项职能，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整
合应急救援力量，理顺应急指挥机制，不
断筑牢基层应急管理基础。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1197个乡镇（街道）单独设置
应急管理机构。

畅堵点
建立健全基层机构
整合应急管理职能

走进泸州市叙永县麻城镇的应急管
理办公室，8个山洪灾害危险区域在应急
指挥大屏上清晰可见，巡查责任人及各

点位监测情况一目了然。这是当地近期
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补短板”行
动的成果。

麻城镇的应急管理工作曾一度面临
堵点。“此前，应急管理相关事项由综合
行政执法办负责，职能不够聚焦，而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和防灾减灾的工作较重，
存在‘小马拉大车’问题。”麻城镇应急管
理办公室主任袁权坦言。今年9月，麻城
镇单独设立应急管理办公室，设置4个岗
位，明确应急值班、信息报送、预案编制、
物资保管等制度，逐渐捋顺各项职责。

这是全省推进基层应急管理机构建
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省各地把握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契
机，整合乡镇（街道）安全生产、防汛抗
旱、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救援等职能职
责，推动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构，统筹相
关人员专职负责。”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需要
承担灾害隐患点巡查巡护、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预警预报信息传递、灾害事故先
期处置、组织群众疏散撤离、应急知识宣
传普及等职责。

如何更好履行职能？首先要摸清风
险底数，建立风险隐患“一张图”，完善各
类应急处置预案。在巴中市通江县杨柏

镇，应急管理办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结果，将地质灾害滑坡
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抢险队伍、物资装
备储备等信息标示，绘制出风险隐患“一
张图”，有针对性地完善山洪、森林火灾
等灾害的应急处置预案。

为统筹救援力量，提升响应处置能
力，目前全省已建成719个区域性中心
乡镇消防站、3101个乡镇（街道）应急
队。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组织乡镇
应急、消防力量，定期开展消防疏散、汛
期避险转移和森林火灾扑救等演练。

补短板
探索运行新机制

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
能力的意见》，强调提升基层应急管理组
织指挥能力、安全风险防范能力、队伍实
战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

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四川在完善基
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方面下功夫。

7月11日，达州市万源市罗文镇团
堡梁村发生山体滑坡，22户34人提前转
移成功避险；7月19日，巴中市南江县赶
场镇白梁村发生山体滑坡，5户24人提

前避险转移……一次次成功避险，得益
于完善的灾害点隐患巡查和“喊醒”“叫
应”机制。

今年汛期，四川建立“30123”叫应
机制，要求预警信息发布后，各接收单位
30分钟内作出回应，村级每1小时、乡镇
每2小时、县级每3小时报告预警响应落
实情况。其中，乡镇（街道）的应急管理
机构是上下贯通的纽带，在接到预警信
息后，要及时将村（社区）干部、灾害监测
员、一线巡查员“喊醒”，加强地灾隐患点
的检查巡查，按照“三避让、三个紧急撤
离”原则，确保受威胁群众及时转移。

不只预警响应，涉及安全隐患排查
检查的机制也逐渐成形。11月起施行
的《四川省消防条例》明确，消防救援部
门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开展消防行政执法。目前，
全省已有268个乡镇开展消防行政执法
试点。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获得相
应证件，应罚款1000元。”10月28日，成
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消防服务中心执法
人员对辖区两家商业综合体予以处罚。
截至11月20日，该中心今年已检查辖区
单位14155处，督促隐患整改5951处。

何维薇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珩

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

四川1197个乡镇（街道）单设应急管理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