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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川将“加力
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大政策覆
盖范围、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健全回收
利用体系，提振汽车、家电、家居、电子
产品等消费。”

“我们非常关注以旧换新政策扩大
到电子产品。”1月21日，省政协委员、
四川苏格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宜
宾市工商联副主席林长海表示，这对电
子信息行业是一个重大利好。省人大

代表、信利（仁寿）高端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马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作
为手机、平板电脑的配套企业，他们已经
感受到了政策红利，下游的手机、平板厂
商已经纷纷表达了增加订单的意向。

2024年，“以旧换新”政策在四川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24年四川“兑现消费品以旧换新
补贴77亿元，家电、汽车换新数量分别
居全国第2位、第7位。”2025年，这一
政策进行了“扩围”，1月19日，四川省
商务厅发布《2025年四川省数码产品
购新补贴有关工作的公告》，个人消费

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3类
数码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
元）被纳入购新补贴范围。

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川
渝两地电子信息业榜上有名。而在四
川六大优势产业中，四川首个万亿级产
业——电子信息排在首位。当以旧换
新“遇上”电子信息产业，相当于在优势
产业上再加“一把火”。

作为手机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定制供
应商，林长海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

“我相信在2025年会对电子行业消费形
成一个不小的刺激。”他认为，上下游产业

链对此都很关注。虽然公司目前的客户
主要在海外，但这一波刺激政策让他们
计划在2025年将目光调整到国内市场。

“我们已经明确感受到了政策扩围
对市场的带动作用。”马亮告诉记者，作
为国内知名手机和平板品牌厂商的显
示屏供应商，他们已经明显感受到正向
的市场反馈。去年，国内一些地区针对
电子产品也有一些零星补贴，今年升级
成全国层面的规模化专项补贴，力度更
大。他预计，今年该公司将有超过10%
的销售增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1月22日，四川省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开启第二场“委员通道”。周宏、吕
芙蓉、王晓贤、李军四位省政协委员齐
亮相，讲述履职故事。

谈区域协同
成渝地区“牵手”粤港澳大湾区
实现经贸合作“双向奔赴”

省政协委员、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
地区首席代表周宏回答记者提问时，从
区域协同发展入手，谈到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与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更好实
现经贸合作上的“双向奔赴”。

“去年我在稳外资稳外贸、全面宣
传推广四川投资环境方面做了工作。”
周宏介绍。在稳外资方面，他推动与香
港企业进行了四场座谈会，了解他们在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另外跟
省贸促会一起举办了政企对话会，稳定
港商在四川发展信心。

在稳外贸方面，他在去年推动四川
美食、美酒、农产品、中医药、非物质文
化遗产到香港，参加香港贸发局展览，
开拓国际市场、抢订单。

此外，还全方位宣介四川投资商
机。“我和商务厅、省经济合作局、农业
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还联合成都、宜
宾、达州、甘孜、内江等市州一起到香港
推介，吸引更多港资来川发展。”

如何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
粤港澳大湾区在经贸合作上的“双向奔
赴”？周宏表示，成渝地区有非常庞大
的内销市场、完整工业产业链、优良基
础设施及众多人才，叠加国家在产业备
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等优势。粤港澳大湾区
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也是最市
场化的地区，是成渝地区企业走出去进
行全球布局的重要门户。“两地可以在
贸易、金融、航空航运、新能源、科技等
方面合作，共赢发展。”他认为。

周宏补充道，今年省两会期间，他
还特别关注新质生产力，提出了关于低
空经济的提案。“希望能把川港两地低
空经济进行优势互补，推动内循环外循
环市场、达到共赢。”

谈民企发展
数据共享实现更大免申即享
让企业无感获得政策兑现

民营企业如何发展，牵动着省政协
委员、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主任吕芙蓉的心。她特别谈到优化营
商环境话题。

吕芙蓉谈到，近年来，四川规范发
布事项清单，实现政策在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一站发布、一站查询，方便企业查
找；工作抓精准推送，由过去企业找政
策转变为政策去找企业；重点抓了资金
兑现，还有预算管理等。

关于2025年工作计划，她表示，将
重点依托四川数字政府项目建设，加快
建设四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天府
易享”平台，打通现在所有涉企服务平
台，以及金税系统、政务服务网，更好提
高直达快享水平。通过进一步汇聚全
省政策、全口径全量汇聚，以及企业数
据，更好实现更大范围的精准画像，通
过“天府易享”平台还有金税系统以及
相关的手机报，实现更大范围的直达快
享精准推送。

同时，对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数
据提速的，要尽最大程度减材料、减环
节、减时限，同时细分政策类别，实现限
时审批。同时还要通过更多的数据共
享，实现更大的免申即享，让企业无感获
得政策兑现。同时还要和财政厅以及省
级相关部门探索预拨付，这个方式可以
实现惠企政策尽早则早、尽快则快。

最后，围绕贯通政策制定的最初一
公里到最后一公里，她建议同时出台两
个办法，一是今年要加快出台资金的暂
行办法，二是制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办
法，实现资金闭环管理，让惠企资金精
准到企业。

此外，要从需求调研到事项联审、
到督办、到监测评估、政策调整重点环
节建立机制，提高我省政策直达快享的
水平，进一步营造四川公正透明的政策
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平等竞争

的市场环境。

谈乡村振兴
积极发掘和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

让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四川乡村，大有可为，大有可美。
乡村振兴是省政协委员、南充市政协副
主席王晓贤关心的话题。

在履职期间，王晓贤着重对所联系
的帮扶村产业发展状况开展调研并确
定可持续发展思路。“我邀请专业人士
到村指导权益保护、养护管理和市场营
销等工作，助力村民‘山顶戴帽子、山腰
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目前帮扶村已栽
种李子800余亩，2024年总产量达到30
余万公斤。”

此外，他协调资源助力稻城县蒙自
乡大力发展藏香猪养殖和水果加工产
业，打造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关于乡
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他提到，首先关注
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提升，积极发
掘和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实现适度规
模生产并做精做优。同时，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并向乡村延伸，提高
农产品流通效率。

“在特色农产品的加工、仓储设计
建设和技术产品的创新方面，给予政策
扶持和引导。”王晓贤建议。

谈双城经济圈
促进成渝双核联动联建

化“资源优势”为“发展动能”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第五年。如何更好促进成渝双核联
动联建，把两地资源优化转化为产业优
势，这是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
直工委副主委、川开电气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军关注的焦点。
李军介绍，川渝有非常丰富的水力

和风光资源，是全国最大的水电开发和
西电东送基地之一。“近年来，川渝地区
也在努力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积极探索智能输配电网、微电网、充电
网、虚拟电厂，包括光伏、风电、氢能、抽
水蓄能、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和能源相
关的产业提升和发展。”

川渝地区有很多各领域全球领先、
国家领先、区域领先的龙头企业。作为
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也是绿色低碳产业
链链主企业负责人，李军表示，“川开电
气是川渝地区电力产业龙头企业，我们
将积极推动‘配电网+充电网+微电网+
储能网’四网融合发展，为川渝地区新
能源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源、网、
荷、储、充各个领域作出我们电力产业
的价值贡献。”

具体来看，一方面可以参与微电网、
配电网、充电网、虚拟电厂，包括风电、光
伏、氢能、抽水蓄能等方面的关键领域发
展，构建电力产业在各个领域的解决方
案体系，以打造川渝电力产业新的增长
极。“有了这个新的增长极，就可以利用
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去加强电力企业
上下游的沟通发展和转型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川渝的科技创
新中心和成渝输配电产教联盟平台，去
打破一些行政区域限制，在人力资源、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
方面畅通渠道、共享资源，拉动川渝一
千多家电力企业的竞合发展。“从而促
进川渝电力产业的深度融合成链集群
发展，着力提升川渝电力产业企业国际
化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柴枫桔 摄影报道

直击委员通道

四位政协委员亮相第二场“委员通道”

区域协同、民企发展、乡村振兴、双城经济圈成关注焦点

当以旧换新“遇上”电子信息产业：

四川在万亿优势产业上再加“一把火”
两会好声音

王晓贤省政协委员、南充市
政协副主席

李军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四川省直工委副主委、
川开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芙蓉 省政协委员、四川省
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