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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壮大县域经济
谁能成为四川第一个“千亿县”？

2025年，四川的县域经济要大干一
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25年，四
川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同时，报告明
确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推动兴业、强
县、富民一体发展，培育一批强县与名
县，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加大对人
口净流入县城的支持力度……

县域连接着城乡两头。县域经济
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盘”才能
越来越稳。2024年，四川入围全国百强
县、百强区20个，居全国第三位。

从数量上，四川百强县（区）已冲入
“第一梯队”。从分量上，四川不乏“千
亿城区”，但还缺“千亿县”。

今年，四川如何打开局面，实现
“千亿县”零的突破？谁能成为四川第
一个“千亿县”？百强县们都是“候选
者”，各地都铆足了劲，展开一场竞速
赛。省两会期间，记者对话了来自百
强县的省人大代表，以及百强榜单的
研究机构。

千亿城区占比多
四川百强总量进阶“第一梯队”

百强区和百强县，分别代表了我国
城区和县域里综合实力最强、发展路径
特色鲜明的经济单元。

2024年的百强区榜单，四川共有13
个区上榜，其中8个来自成都，分别是武
侯、龙泉驿、双流、锦江、青羊、金牛、成
华、新都。成都之外还有绵阳市涪城
区、宜宾市翠屏区、泸州市江阳区、德阳
市旌阳区、绵阳市游仙区。

“百强区以0.6%的国土面积，创造
了全国17.4%的GDP。”赛迪方略西部县
域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思雨告诉记者，从
全国视野来看，各地梯度差异明显。四
川力争上游，与广东、江苏、浙江一起，
冲入“第一梯队”。如果单从西部来看，
四川无疑是领头羊，强省强区领先优势
突出。

梳理发现，四川上榜的百强区大部
分是千亿城区。成都8个上榜选手都是
千亿级城区，武侯区排在榜单第一位，
2023年GDP为3899.96亿元。此外，绵
阳市涪城区、宜宾市翠屏区也都是千亿
级选手。

整体实力强，看家本领是什么？进
一步分析，工业皆是它们的强项，是千
亿GDP的“顶梁柱”。以双流区为例，
2024年，其工业体量稳住了1800亿元能
级，提出要扛起“工业重镇”的责任。又
如绵阳市涪城区，其规模工业总产值实
现3年翻番，新型显示、汽车电子、新能
源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比超78.05%。

还缺“千亿县”
四川百强县“候选者”进入竞速赛

虽然四川不乏千亿城区，但是还缺
“千亿县”，这是一个急需突破的关口。

梳理百强县的数据，会发现一个现
象：百强县“富民”与“强县”并重。百强
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通俗来讲，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更有
钱，消费力也更强。网络公开信息显
示：2023年，西昌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上年增长11.2%，宣汉县增长
11.8%，金堂县增长10%，射洪市增长
8.2%……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

当下，一场冲击“千亿县”的竞速赛
正在展开。

射洪市2022年进入百强县榜单。
省人大代表，射洪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能表示，2024年射洪市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600亿元大关，经营主体达到5.14万
户、增长1.17万户。2023年，射洪市
GDP增长达到8.1%，增速居遂宁市第一
位，已经瞄准了“加快建成市域副中心，
奋进千亿县”这一中心目标。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一年一个
百亿台阶、三年突破千亿大关。”省人大
代表、达州市宣汉县委书记杨勇介绍，
作为全国“百强县”，宣汉县2024年在全
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单中成功晋升4个
位次、居第86位。宣汉县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2024年线上交易额突破10亿元。
宣汉把2026年定为决战决胜之年，确保
GDP突破1000亿元，成功建设全国“千
亿县”。

6次入围“县域经济百强县”榜单的
凉山州西昌市，在2024年更进一步。省

人大代表，凉山州政协副主席，西昌市
委副书记、市长宋莉介绍，去年，西昌市
深入实施“三大强州”战略，坚决扛起攀
西经济区中心城市职责使命，预计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800亿元、增长
6%以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排名提
升6位，位列第79位，居全省第一。“十五
五”前期进入“千亿县”，则是西昌锚定
的下一个目标。

如何突围“千亿县”？
打好“王牌”，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

这两年，射洪市一直在拼速度。省
人大代表，射洪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能
已经找准了2025年的经济增长点。射
洪的“王牌”之一无疑是锂电产业。王
能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锂电材料及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推动锂电产值持续
增长，打造县域千亿产业集群。

视线从射洪市来到宣汉县。同为
百强县，宣汉县也奔着千亿县的目标在
加速迈进，产业园区是重点突破口。

背靠天然气、硫磺、锂钾资源优
势，宣汉按照达州市“大抓工业、重抓
制造业”工作导向，重点从三次产业提
质增效上发力。“接下来，我们将重点
做好三件事：‘融圈强链’抓工业、‘以
工强农’抓农业、‘乐居新业’抓服务
业。”杨勇说，宣汉县将持续做强天然
气、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加快培育钾
盐钾肥、新型储能、精细硫化工三大新
兴产业，打造“2+3”产业集群，确保力
争到2026年正达凯、广东美联等4个百
亿级项目建成投产，全县工业产值突
破500亿元。同时，聚焦“粮油、生猪”

两大主导产业，围绕“牛药菌茶果”五
大特色，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发展，力
争到2026年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
值达110亿元。

聚力产业攻坚，持续发展新质生产
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则是新一年
西昌市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宋莉
看来，发挥优势，写好工业、农业、文旅

“三篇大文章”依旧是工作的重点方
向。“接下来我们还将超常规推进西部
商业航天港起势成型，围绕钒钛战略资
源产业集群强链，实现优势资源在地长
链条转化，在2030年形成千亿级的钒钛
产业和500亿级的食品医药产业集群。
聚焦打造安宁河流域‘四中心一枢纽’，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
多方合力，力争2025年GDP增长7.5%以
上。”宋莉说。

四川百强县的策略，与专家的建议
不谋而合。陈思雨告诉记者，赛迪方略
通过对全国和西部地区“千亿县”发展
经验研究发现，“千亿县”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产值对全国工业产值的贡献超过
10%，第二产业是“千亿县”发展的核心
支撑。她建议，加强区域产业协作，扩
大“千亿县”的规模效应。加强跨区域
的产业协作，依托自身禀赋优势积极承
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鼓励聚焦优
势领域推进县域间、县域和镇域间的功
能协同，逐步实现省内“千亿县”从无到
有、从单核向多点、从多点向群面拓展
的新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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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王丽新说：“老旧小区改造，背后连接
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作牵挂
在心，指出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同
社区建设结合起来。我们将按照便
民、利民、安民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统
筹规划，今年将完成138个老旧小区改
造任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书写振兴新答卷

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
本溪，考察了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
冷轧总厂第三冷轧厂。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钢铁行业
的发展，指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勉励
我们‘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
本钢集团董事长于峰说，我们要牢记
嘱托，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推
进设备改造、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
理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

“总书记考察辽宁期间再次强调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指明了
发展的方向。我们要继续做好创新这
篇大文章，在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上
持续发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东
北全面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黑龙江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袁锋说。

东北全面振兴，归根到底靠改革开
放。

隆冬时节，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依
然繁忙。乌拉特海关监控指挥中心里，
工作人员正在应用“智能卡口”系统远
端验放车辆，在现场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每辆车的过卡时长仅为十几秒。

“甘其毛都口岸是中蒙两国间过货
量最大的公路口岸，2024年过货量创出
开放以来最高值。”乌拉特海关副关长
靳君文表示，将充分发挥甘其毛都口岸
的区位优势，持续推进“智慧海关”建
设，进一步便企惠民，激发外贸活力，以
更有力的举措助力打造向北开放重要
桥头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改革要进
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
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王
海成说，农高区自2022年启动建设以
来，瞄准农业科技创新的痛点和难点，
围绕玉米产业做文章，建设制种基地、
现代化的种业创新中心，聚合了多家种
业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攻关。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玉米全产业
链发展，让作物育种与栽培、黑土地利
用、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科创成果与产
业衔接更紧密，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王海成说。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