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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5年1月19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83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于立军 王凤朝 王华蓉（女） 王晓晖 王 菲 王雁飞
元 方 毛大付 方存好 甘 霖 左永祥 龙 伟（彝族）
田晓蔚 包 惠（女） 冯定清 朱家德 刘光强 刘 坪
刘筱柳（女） 孙景伟 严卫东 苏远东 李为国（羌族）
李本琪 李 兵 李 睿（女） 杨叶灵（女，苗族） 杨晓凌
肖 芳（女，藏族）吴立岩 吴群刚 邱 源 何 礼 何延政
何树平 何 清（女） 邹自景 沈 阳 宋朝华 张冬云
张 彤 阿达俄来（彝族） 陈 刚（巴中团） 陈 炜 陈 清
邵革军 罗 强 周兴云 郑 莉（女） 赵 波
赵艳艳（女） 赵海伶（女） 胡元坤 祝春秀（女，彝族）
祝 烨 贺春艳（女，傈僳族） 袁 跃 贾 卿 贾瑞云
夏凤俭 徐 川 徐芝文 徐其斌 徐建群（女） 高中伟
高增安 唐经天 黄 河（土家族） 曹立军 梁伟华 彭 琳
傅懿韫 舒大春（藏族） 释意寂 普布顿珠（藏族） 曾从钦
曾文忠（蒙古族） 曾洪扬 靳 磊 雷文勇 虞 平 鲜荣生
廖仲宾

秘书长
王雁飞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25年1月19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贾瑞云 曾 卿 胡元坤 高中伟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5年1月19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王晓晖 靳 磊 王雁飞 罗 强 祝春秀（女，彝族） 彭 琳
宋朝华 王 菲 刘 坪 何延政 朱家德 何 礼 贾瑞云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
媒体记者 刘佳）由四川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
会议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于1月19
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主
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到83人，出席
7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推选王晓晖、靳磊、王
雁飞、罗强、祝春秀、彭琳、宋朝华、
王菲、刘坪、何延政、朱家德、何礼、

贾瑞云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

大四次会议日程，推选了大会全
体会议执行主席，决定了大会副
秘书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议案截
止时间的决定，代表提出议案截
止时间为1月22日中午12时。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
大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
请各代表团审议。大会副秘书长
胡元坤作相关说明。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
媒体记者 刘佳）1月19日下午，四
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预备会议在成都举行。

省委书记、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晓晖主持会议。省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雁飞、
罗强、祝春秀、彭琳、宋朝华、王
菲、刘坪、何延政、朱家德、何礼，
秘书长贾瑞云在主席台就座。

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应到
代表870人，出席代表817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
了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议程。
大会主席团由83人组成，王

雁飞为大会秘书长。
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

有：审议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四川省2024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5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四川省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审查四川省2024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四川省2025年预算草案；审议四
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审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审议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事项。

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5年来，川渝两省市GDP全国占比由7.09％提高至7.16％；共建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

进制造、生物医药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推出四批次355项“川渝通办”
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基本涵盖企业和群众高频服务事项……2025年1月，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来，每年省两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
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过去5年有哪些成绩？积累了哪些经验？新的一年，川
渝两省市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今年省两会上，代表委员对这个话题再次展开热议。

川渝双向奔赴再提速
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蒋君芳 吴亚飞

“川渝造”响亮
推进重点产业协同发展

“全国每7辆汽车就有
1辆产自川渝”“川渝生产
了全球近8000万台笔记本
电 脑 、超 1 亿 台 智 能 手
机”……5年来，川渝两地
深化产业合作，“川渝造”成
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名片，
相关数据和话题被代表委
员多次提及。

“成渝地区是全国六
大汽车制造基地之一，汽
车产能约占全国的16%。”
省政协委员、民进四川省
委会专职副主委向东说，
成渝地区汽车产业集群具
有资源、软硬件设施、企
业、市场等优势，尤其是两
地在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和零部件生产领域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且已具备一定
规模，应进一步强化顶层
设计，联合编制发展规划，
明确发展目标、分工布局、
协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大
力引导培育集群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是川渝
两地共建的万亿级产业集
群之一。在2024年12月举
行的成渝新型显示产业高
质量协同发展会上，发布了
《成渝地区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蓝皮书》。其中提到，成
渝地区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规模已达2299亿元，占全国
的34.5%、全球的17.25%。

如何进一步壮大集群
规模，提升川渝电子信息产
业在全球产业版图中的显
示度？“川渝两地要进一步
集约式发展、协调创新，做
大上游‘朋友圈’，资源共
享，合力打造更具全球竞争
力的显示产业集群。”省人
大代表、成都新型显示行业
协会会长秦向东说。

产业协作，需要打通产
学研各个环节，尤其要注重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
合作。对此，有代表委员建
议，川渝两地可建立更加完
善的协同成果转化机制，加
强科学技术交易市场系统
性建设，加强川渝地区产学
研用转换深度合作，加强跨
区域领军人才交流与引进，
建设川渝科技资源共享创
新平台。

“交通网”完善
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提速

去年12月初，成渝高速
公路扩容项目资阳段全面开
工。新的成渝主通道将按最
高标准建设，打造成渝间的
高速公路“标杆”。省政协委
员、资阳市政协主席焦杨一
直关注着这条路的建设情
况。资阳境内新建部分路段
建成后，老线路将与新线路
同时运营，大大方便周边百
姓出行，解决资阳市9个乡镇
不通高速的问题。

在焦杨看来，这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丰硕成
果的生动体现，资阳是受益
区域之一，“5年来，川渝两地
间建成铁路和高速公路通道
22条，每天两地往来人员超
过100万人次，极大加速了两
地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如何推动两地交通一体
化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是代
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5年来，川渝两地之间的交
通‘大动脉’推进速度很快，
但毗邻地区之间的‘毛细血
管’疏通还需要再提速。”省
政协委员、西南交通大学交
通运输与物流学院教授江欣
国认为，各地区可以以川渝
两地的重要干线互联互通通
道建设为契机，同时提高区
域次级交通网络与川渝主要
通道的联通水平，“比如，增
加重要联通设施建设，推进
断头路治理，逐步加细加密
区域路网，制定兼顾生活出
行及物流运输的交通管理策
略等。”

省政协委员、遂宁市经
济合作局局长刘燕建议，在
川渝两地间规划建设一批快
捷通道，将人口密集、交通建
设相对滞后的地区，作为确
定线路走向的优先考虑，同
时充分考虑沿线农业产业、
乡村旅游、物流运输等现实
需要，高标准规划设计。

除交通基础设施外，川
渝两地还在能源基础设施等
方面进行了紧密合作。“要加
快推进川渝天然气（页岩气）
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建
设，促进区域内油气管道互
联互通，建立油气储备和应
急调配机制。”焦杨建议。

“生活圈”共享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互认

2024年10月23日起，川
渝两省市社保部门全面启动
跨省域社银合作试点，两地居
民在两地工商银行所有网点
的智能柜台上均可无差别、免
费办理参保登记申请、基本信
息维护、待遇资格认证、查询
打印、社保卡应用等20项社保
高频服务事项。

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的一个缩影。未来，川渝两
地如何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加
速“一体化”，教育文化体育深
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
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作为两地人气“顶流”，成
都春熙路商圈和重庆解放碑
商圈近年来深入互动。省人
大代表、成都市锦江区区长缪
晓波说，过去5年来，成都市锦
江区主动与友好结对城区重
庆市渝中区加强联系，以核心
商圈为引擎，交流共促、共谋
发展，共同入选全国首批“示
范智慧商圈”、共同举办特色
消费活动等，下一步将持续发
布“成渝双城核心商圈指数”，
推动两地商圈国际“朋友圈”
不断扩大，在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和美誉度的千亿级世界
知名商圈上同向发力。

唱响文旅“交响曲”。省
政协委员、朗基控股集团董事
长李斌提到，川渝两地网红旅
游景点要进一步加强跨区域
合作，共同打造跨省域文化旅
游IP，从“三国文化”“红色文
化”等切入，打造川渝陕旅游
共享走廊，构建新时期大旅游
经济生态圈。

教育协作进一步落地落
实。省人大代表、广安市广安
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游中庆
谈到，2022年，四川省教育厅、
重庆市教委与广安市政府签
订合作协议，支持广安建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
发展试验区。目前该试验区
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127所
广安市内学校与成渝地区学
校携手共建，全市教育水平不
断提升。“下一步希望从健全
会商机制、加强省内高校对口
帮扶、加大中职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等方面支持试验区工作
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