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昨日，省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省政府工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报告提到，今年，四川将扎实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开放，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扩
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
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
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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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森林草原防灭火常态化治理。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实施药品安全巩固提
升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分层分类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
社会治理，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陈秋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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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关于四川省 2023 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

2023年全省范围内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5529.1亿元。其中，省级收入993.3亿
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731.7 亿
元，增长6.9%。其中，全省民生保障支出
8370.4 亿元，占 65.7%；产业发展和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2342.9亿元，占18.4%。

2024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为5778亿元，增长4.5%。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 1013 亿元，增长
2%。拟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25.1亿
元，其中，教育发展方面安排资金360.5亿
元，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方面安排资金
56.8亿元，社会保障方面安排资金1208.7
亿元，卫生健康方面安排资金181亿元，生
态环保方面安排资金162.7亿元，乡村振

兴方面安排资金245.2亿元，工业转型升
级方面安排资金185.7亿元，服务业和开
放发展方面安排资金89.3亿元，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安排资金767.6亿元，保障机构
运转和加强社会治理方面安排资金533.6
亿元，安排省级预备费34亿元，主要用于
预算执行中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
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陈秋妤

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聚焦省政府工作报告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化建
设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四川全力
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
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较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 6 万亿元，增长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3.3%，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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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工作回顾

2024四川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GDP增长6%左右

2023年 钱花在哪？
2024年 钱怎么花？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城镇新增
就业 85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粮食产量保持在715亿斤以
上；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任务。

2024年主要工作

川渝将滚动建设300个重大合作项目

推动川渝共建项目与合作事项加
快实施。滚动建设 300 个重大合作项
目。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编制推动超大城市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实施方案，支持成都建设西部
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对外交往
中心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支持成都举办世
界园艺博览会。推动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

实 施“ 五 区 共 兴 ”系 列 支 持 政
策，“一中心一方案”支持省域经济
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深化
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革命老区
对口合作。

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争创网络安全、清洁能源等领域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成渝（兴隆
湖）综合性科学中心、西部（成都）科学
城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支持中国（绵
阳）科技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
技创新先行区。

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高水平创
新联合体。持续实施航空与燃机、钒

钛稀土等 8 个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
施核能与核技术应用、先进装备等重
大科技专项。

编制产业、科技、人才、教育一体
发展规划。培育领衔科学家和顶尖青
年科技人才。推进国家科技成果、科
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强化知识
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全面落实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
“10条支持政策”。

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开展
成渝电子信息等 3 个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培育提升三年行动。高水平
规划建设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深
化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建设。

重点布局和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
业，培育生物技术、卫星网络、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加快发
展低空经济，加快推动京东方第8.6代
生产线、一汽红旗成都新能源整车制
造基地、天府软件园二期等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建设 15 个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

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

加快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
铁、西渝高铁、川藏铁路和绵遂内铁
路等项目建设，推动汉巴南铁路南充
至巴中段、渝昆高铁重庆至宜宾段、
川青铁路镇江关至黄胜关段年内建
成通车，力争新增铁路运营里程 320
公里以上。

统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江通道
等进出川大通道建设，加快实施成渝
铁路成都至隆昌段、隆黄铁路隆昌至
叙永段、广巴铁路扩能改造。力争建
成通车、新开工高速公路里程均超过

500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 万
公里。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开工建设阿坝—成都东 1000 千伏特
高压等项目，建成投用甘孜—天府
南—成都东 1000 千伏特高压、剑科
等水电站、45 个风光项目和一批燃
气机组，加快“三州”光伏发电和两
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等项目进度，
大力推进雅砻江等清洁能源走廊建
设。开工建设引大济岷等重大水利
工程。

新培育省级示范村1000个、精品村100个

持续打造 200 个省级百强中心
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培育省级示范村 1000 个、精品村 100
个。确保粮食播面稳定在 9600 万亩
以上，高水平建设千亩高产示范片

1000个。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25

万亩以上，建设 100 个优质商品猪战
略保障基地，支持建设 7 个国家级和
20个省级农业产业集群。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出台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
环境意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
业生产经营涉及的融资、用地、用能、
物流、生态环境等要素成本。

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调整优化学校布局和师资配备，深
化公立医院改革，实施调剂金模式基
本医保省级统筹。

构建以成都为中心
连通亚洲、欧洲、南美洲等的骨干货运航线网络

开展“川行天下·向西行”国际市
场拓展活动，巩固提升中欧班列、南向
班列、长江班列运营水平。恢复开通
更多国际航线，构建以成都为中心连
通亚洲、欧洲、南美洲等的骨干货运航
线网络。

培育一批主业突出、特色鲜明
的开放型产业集群。引育一批贸易
结算、国际供应链总部。大力招引
世界 500 强、知名跨国公司、行业领
军和小巨人企业，引进更多优质外
资项目。

持续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
更加清新怡人的城乡环境。

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大熊猫
国家公园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批复设

立若尔盖国家公园，争创四姑娘山世
界地质公园。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拓 宽 绿 水 青 山 转 化 为 金 山 银 山 的
路径。

认真做好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筹备工作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在
高校毕业生刚进入社会最需要帮一
把的时候，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工作。
稳定农民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
点群体就业。更好实施以工代赈，建
立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
权益保障机制。

增加教育服务高质量供给，促进
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
进“十四五”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县域
普通高中和特殊教育全面提升。做好
高校“对标竞进、争创一流”工作。

逐步提高医护比、床护比，支持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增加双人间、单人
间病房。推动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举办 2024 年世界羽毛球团体锦
标赛。认真做好 2025 年成都世界运
动会筹备工作。举办四川“三大球”
城市联赛，鼓励学校体育场馆和公共
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不断改
善群众健身锻炼条件。

推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更多具有巴
蜀韵味的文创产品。加强科学普及，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培育智
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
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更好满足“一
老一小”消费需求，围绕解决老龄化问
题增加养老服务产品供给，扩大老年
助餐服务，加快发展托幼托育服务。
支持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省

域经济副中心提升消费能级。积极创
建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

办好“引客入川”“冬游四川”“文旅
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支持规划建设三
星堆文化旅游发展区。持续抓好稻城
亚丁世界级文旅新地标建设。启动实
施“三州”全域旅游创新发展行动。

支持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月22日，《关于四川省2023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4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提请省十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公布了今年各
项计划目标。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
化建设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
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四

川较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 万亿
元，增长 6%。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实现 26313.4 亿元，增长 9.2%，高
于预期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现 45227 元，增长 4.6%；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9978 元，增长
7%，符合预期目标。

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 目 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6% 左
右；城镇新增就业 85 万人，城镇调
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 3%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
同 步 ；粮 食 产 量 保 持 在 715 亿 斤 以
上；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和环
境保护等任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陈秋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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