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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火普村，

50 亩蓝莓染绿了昔日的荒坡。“马上就要坐

果了，有了脱贫产业，致富路会越走越宽。”脱

贫后的村民吉地尔子满怀信心地说。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

一个家庭。”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大凉山腹地，来到火普村看望贫困群众，

他走进吉地尔子家里，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

情况。

“现在的日子‘瓦吉瓦’（好得很）！”吉地

尔子说，3 年多来，他家的日子越发红火，去

年全家人均收入达 1.6 万多元。

经过持续攻坚克难，四川全省 625 万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四川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治蜀兴川指

明方向路径。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奋力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020 年 成 都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规 模 达 到

10065.7 亿元，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

带动力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所积累的优势，将为

全省的工业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西南财经

大学教授汤继强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力转方式、调结构，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培育经济

新动能。

“四川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农业为

主到工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经济发展的转

变 。”四 川 省 统 计 局 一 级 巡 视 员 熊 建 中 说 。

2018 年 ，四 川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占 比 首 次 突 破

50%；2020 年，服务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42.5%。

民营经济活力越来越强。新希望、通威、

蓝 光 等 众 多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呈 现 良 好 态 势 。

2020 年，全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681.5
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7.5%；民营经济增

加 值 逾 2.6 万 亿 元 ，占 全 省 经 济 比 重 达

54.6%。

“工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四川省

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郑备说，四川加速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工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明显。

2020 年，全省电子信息等五大支柱产业的营

业收入超过 4 万亿元，占全省规上工业的比

重超过八成，数字经济总量约 1.6 万亿元，规

模居西部第一。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不断擦亮金字招牌，

川粮、川茶、川果等“川字号”农产品享誉海内

外，农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振兴铺展美

丽画卷。

社会事业取得新成效

2009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藏族女

孩肖芳，作为民族地区“9+3”免费职业教育

计划的首批学生之一，进入内江铁路机械技

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她来到成都轨道交通

集团公司工作。“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走出大

山 ，在 大 城 市 扎 下 根 。 教 育 改 变 了 我 的 人

生！”肖芳说。

“‘人人有书读’基本得到保障，‘人人愿

读书’氛围更加浓厚。”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

戴作安说。近年来，四川加大资金投入，建设

“三通两平台”，多措并举推进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办好民

生实事，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社会保障网越织越

牢 。 2020 年 ，四 川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6522 元，比上年增长 7.4%。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2830.1 万人，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3224.2 万人。

“童医生，太感谢你了！”在成都市锦江区

春熙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患者及家

属对医生纷纷点赞。锦江区和成都市第二人

民医院建立网格化城市医联体，市二医院派

出口腔科的童医生，常驻社区卫生中心开展

管理帮扶、业务指导。

四川省卫健委副主任徐旭说：“全省卫生

健康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如今，无论在城

市还是乡村，80%以上的居民 15 分钟内能到

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有

效 减 轻 ，2020 年 个 人 卫 生 支 出 比 重 降 至

27.87%。

“巴适（舒服）得很！”每当天气晴好，成都

的大小公园里就热闹起来，人们在天蓝、地

绿、水清的环境里沐浴着阳光。2020 年，全

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0.8%；87 个国

家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达 86 个；森林覆

盖率增加到 40%。在四川各地，百姓的“生态

环境幸福指数”持续上扬。

加 快 形 成“ 四 向 拓
展、全域开放”新态势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园区进出港货值

从 2017 年的 57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507
亿元。”成都国际铁路港园区负责人表示。中

欧班列有效推动了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发

展壮大，年均带动全省进出口贸易 120 多亿

美元。

四川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

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加

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新态势，构建开

放型经济体系，全力推动四川由内陆腹地变

为开放前沿，融入全球经济格局。“1981 年全

省进出口总额约 1 亿美元，到 2020 年已突破

1000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100.6 亿美

元。”四川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祥超说。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地的

手握得越来越紧。去年以来，川渝两地共同

实施一系列重大项目，已签署 240 多个合作

协议。

围绕“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四川加快

建设“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

建成进出川大通道 38 条，实现了由“蜀

道难”到“蜀道通”，并加速向“蜀道畅”

转变，为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

支撑。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四川的

“朋友圈”越来越广。目前，落户

四川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居

西部第一，国际友城和友好合

作关系数量居中西部第一。

天府大地，活力迸发，

一派生机！

四川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林治波 王明峰

四川是一片富有红色基因、革命传统的

热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来川考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

我们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新时代四

川改革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我

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传承红

色基因、发扬奋斗精神，认真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从 2012 年 的 2.39 万 亿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4.86 万亿元、迈上两个万亿元台阶，三大攻坚

战取得重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川篇章。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坚持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

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

向，加快构建工业“5+1”、服务业“4+6”、农业

“10+3”现代产业体系，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 的 13.8∶52.8∶33.4 调 整 到 2020 年 的 11.4∶
36.2∶52.4。加快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标

准规划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

科技城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启动组建天府

实验室，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从 2012 年 的 48.9%提 高 到

2020 年的 60%，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不断缩小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引领，深入

推进“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强化川渝互动、极

核带动、干支联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

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

示范区等五大片区建设加快推进，区域中心

城市提能升级，县域经济底部基础不断夯实，

主干引领带动、多支竞相发展、干支协同联动

的局面初步形成。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扎

实抓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深入推进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全省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从 2012 年 的 43.5%提高到

2020 年的 55%，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

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构建。

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实筑牢

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全

面推行林长制，抓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主动服

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发展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国家天然气（页岩气）

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扎实抓好气化全川、

电 能 替 代 、清 洁 替 代 。 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012 年的 35.3%提高到 2020 年的 40%，去年

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达 90.8%，出川断

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标准。

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提升开

放型经济水平。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

略，大力推进“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积极参

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等交流合作，国际友城和友

好合作关系达 367 对，在川落户世界 500 强企

业达 364 家，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及周边省份合作日益密切。统筹推进开放

通道、开放平台、开放环境等建设，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即将正式投运，川藏铁路、成渝中线

高铁、成自宜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铁路和一批

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自贸试验区和各类

开放平台、口岸加快建设，成都国际班列累计

开行超过 1.3 万列，全省进出口总额连续 4 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四川正加快从内陆腹地变

成开放前沿。

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

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

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任务，聚焦大小凉山彝区

等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下 足“ 绣 花 ”功

夫、做好“精准”文章，全省现行标准

下 625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501 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和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每年办好一批民生实

事，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65%以上，

着力解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群众“急难

愁盼”的民生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2012 年到 2020 年，

全 省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8.9% 、

10.4%，快于经济年均增速。

当前，四川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阔步迈上新征程。我们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

奋斗，奋力绘就新时代治蜀兴川新画卷，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

奋力绘就新时代治蜀兴川新画卷
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

图①：天府国际机场完成试飞。 何海洋摄

图②：成都市城市风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