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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致公党成都市委委
员、四川天府盛创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成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董事长温
雪倩认为，随着新成昆线的通车，四川
通过铁路向南连接东盟、向西对接欧
洲，未来，通过铁路开展省内、省际及国
际旅行的游客将会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乘坐高铁时因孩子吵闹
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一方面是低龄儿
童家庭出行呼唤更加友爱、更加包容及

满足儿童个性化需求的出行空间，另一
方面是普通乘客希望有一个安静、舒适
的乘车环境，两者之间的冲突亟须解决。

因此，温雪倩建议，向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在成渝高铁进行“亲
子车厢”试点。待试点成功后，面向全省

乃至全国高铁推广。交通和铁路部门负
责设置高铁亲子车厢，完善车厢内部软
硬件设施，完善订票、换票协作机制。

同时，建议在设置亲子车厢的过程
中，充分考虑到家长、儿童的个性化需
求，导入哺乳室、母婴空间、亲子阅读、

动画电视、儿童玩具乃至儿童餐饮等内
容。并建议教育和文旅部门定期推荐
各类具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图书读物、动
画片，卡通版、故事性的成渝两地文旅
宣传片源，供车厢播放，能有效地转移
儿童注意力，减少儿童因新环境、生面
孔引起的害怕、兴奋、不安等各类情绪
而产生的各种过激表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魏捷仪 陈煦阳

省人大代表温雪倩：

建议在成渝高铁设置“亲子车厢”试点

“这五年是粮食产业变化最大的
五年。”省人大代表、四川荃银种业
有限公司高级技师何建表示，目前
大 成 都 平 原 粮 食 生 产 实 现 了 规 模
化、机械化、智能化等现代化生产方
式 ，粮 食 产 量 与 品 质 也 逐 年 提 升 。

“天府粮仓”的打造，是四川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和惠及乡村建设发展的

重要举措，能把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何建建议，“天府粮仓”
应建立更高水平的口粮加工与供应
体系，不断深化改善粮食产业的大循

环作业，实现国家储备与应季供应体
系的科学完善。

“各区（市）县应当鼓励当地粮食产
业服务中心拓展加工服务，促进粮食生

产产业化发展，完善农村基层粮食就近
高品质保供。”何建表示，要高度关注平
原地区高标准农田、成都绕城生态带农
田土壤重金属治理工作，示范粮食重金
属治理方案，确保天府粮仓核心区生产
天府优质大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陈煦阳 魏捷仪

省人大代表何建：

建立更高水平的口粮加工与供应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城市有较
多的未婚大龄青年。四川省人大代表、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认为，导
致这些青年未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
如工作繁忙、异性交流机会少、对另一
半的要求过高、已有的商业化交友平台
的收费高或者这些平台被暴露出一定
的“交友托”“婚托”等不法行为。

为了服务大龄青年相亲，其实政府、

企事业单位、社会等都已做了很多工作，
例如团委、妇联、工会、校友会都定期、不
定期举行了相亲活动，一些公园也有相亲
角。但是，王暾认为这些工作有如下几方
面的不足：相亲需求是随时的，而相亲活

动的时间却是不可预期的；公园相亲角的
信息是传统的，不能电子查询，尤其是相
亲角留的联系信息往往是父母的；商业公
司提供的相亲服务费用高、且一些相亲平
台经常被曝存在“交友托”“婚托”等不法

行为，或者存在信息被泄露。
为此，王暾建议，团委、妇联、工会

等部门可以建立公益性的或者收费较
低的大龄青年相亲平台，既方便用户获
取相亲信息，又保护用户隐私。同时，
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短视频
等，引导社会良好的择偶观、婚姻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陈煦阳 魏捷仪

省人大代表王暾：

建议建立公益性大龄青年相亲平台

有啥变化？
一般贸易增速逾三成

据海关统计，去年成都实现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 8346.4 亿元，同比增长
1.6%，占四川进出口总值的82.8%。其
中，去年成都外贸出口额超过 5000 亿
元大关，达5005.1亿元，同比增长3.7%，
同期成都外贸进口额为3341.3亿元。

纵观去年外贸运行，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出口、以市场采购方式出口均
较快增长，是成都外贸发展中的一大
变化和特点。“这说明成都外贸结构
在持续优化，特别是一般贸易的占比
有明显的提升，而加工贸易占比相对
减少。”成都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潘
旭东称，成都大力实施产业建圈强链
行动、推进制造强市建设，在外贸结
构变化上予以了体现，一般贸易比重
上升和新业态的持续发展，表明产业
升级效果进一步显现，也反映出外贸
竞争力增强。

据介绍，一般贸易是与加工贸易相
对应的一种贸易方式，是指我国境内有
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进口或单边
出口的贸易，其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一直到知识产权以及品牌的拥有，都是
本地企业自己独创的一种出口贸易方
式。而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
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
包装物料等，经加工或装配后，再把制

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是给国外的厂
家、品牌进行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一
种贸易方式。相比之下，一般贸易更具
有“含金量”。

数据显示，去年，成都以一般贸
易方式进出口 1822.5 亿元，同比增长
36.3% ，占 同 期 成 都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21.9% ，占比较上年提升 5.6 个百分
点；以市场采购方式出口 264.9 亿元，
同比增长 27.3%。同期，以加工贸易
方式进出口 4789.8 亿元，下降 3.9%，
占比为57.5%。

有何亮点？
“一带一路”外贸占比逾三成

“去年，成都民营企业活力进一步
激发，是成都外贸运行中的一大亮点，
也是促进成都外贸增长的最主要力
量。”据潘旭东介绍，去年成都民营企业
实现进出口 2175.0 亿元，同比增长
20%，占同期成都进出口总值的26.1%，
占比较上年提升4.1个百分点，拉动同
期外贸增长4.4个百分点。

过去一年里，外贸企业面临着严峻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民营企业进出口
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这彰显出了外
贸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而这与激励
政策加持、营商环境优化等因素有着密
切联系。

“受益于RCEP 政策，我们出口至
日本的食品关税由原来的7%降为0%，

极大地降低了日本企业经营成本，产品
在国外市场更具有竞争优势，推动出口
增长。”成都东大食品有限公司主要出
口盐渍菜至日本等国家，该公司出口部
负责人张雪梅说，去年1月1日起正式
生效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简称 RCEP），让出口企业享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

数据显示，去年，四川RCEP 项下
进口货物货值 2.8 亿元，海关为 105 家
出口企业签发 RCEP 项下证书 2439
份，签证金额合计133.8亿元，农业、化
工、新能源等产业受益明显。

去年 4 月，成都出台“助企健康发
展 30 条”，在促进外资外贸持续增长
方面，“助企健康发展30 条”提出深入
落实国家政策，通过全面实施外资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实施
外贸企业保费补贴等降低外资加工贸
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通过加大资金奖补、加强用地要素保
障等方式促进外商投资项目加速招引
落地；全力保障国际物流通道顺畅，全
力增强铁路、空运运力保障，满足更多
企业出口需求。

据海关统计，去年成都外贸进出口
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东盟、
欧盟，对韩国、澳大利亚进出口快速增
长，其中对韩国进出口额为544.8亿元，
同比增长33.9%；对澳大利亚进出口额
为226.0亿元，同比增长1倍。同期，成
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

出口额为2690.9亿元，占同期成都进出
口总值逾三成，同比增长3.9%。

谁是“主角”？
机电产品进出口均占逾八成

从进出口产品类来看，去年成都外
贸的“主角”仍然是机电产品，其中出口
平板电脑、汽车增长较为明显，另外劳
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出口也实现了较
快增长。而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占
比逾八成，另外消费品、农产品等进口
快速增长。

据海关统计，去年成都出口机电产
品4103.2亿元，占同期成都外贸出口总
值的 82.3%。其中，出口笔记本电脑
1061.0亿元，出口集成电路888.5亿元；
出口平板电脑 873.2 亿元，同比增长
15%；出口汽车 103 亿元，同比增长
33%。同期，成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333.3亿元，同比增长20.5%；出口农产
品58.9亿元，同比增长83.6%。

进口方面，去年成都进口机电产品
2831.7 亿元，占同期成都进口总值的
84.8%。其中，进口集成电路 2118.9 亿
元；进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件
127.7亿元，同比增长6.5%；进口音视频
设备及零部件 32.1 亿元，同比增长
7.2%。同期，进口消费品81.3亿元，同
比增长 50.4%；进口农产品 66.9 亿元，
同比增长48.5%。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活力激发、“一带一路”外贸稳步增长

成都去年外贸总额达8346.4亿元

外贸总额8346.4亿元、同比增长1.6%——2022年，成都外贸
进出口以平稳增长的态势交上全年“成绩单”。

1月15日，成都海关发布最新的成都外贸数据显示，去年成都外贸
在全省外贸运行中继续发挥着“主干”作用，呈现出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激发、“一带一路”外贸稳步增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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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5日依法选出葛晓燕（女）为四
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依法须
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第6号）

马 奎（回族） 马贵帮 王凤朝 王 宁 王永兰（女，彝族）
王 丽（女） 王 林 王 诚 王树江 王树明（羌族）
王晓晖 王晓梅（女） 王海峰 王 瑛（女） 王雁飞
王善平 王 麒（女） 文绍牧 邓龙江
古正举 甲登·洛绒向巴（藏族） 田学军 史红平 包 惠（女）
冯发贵（藏族） 冯 远（女） 吉列子日（彝族） 尧德中
吕祖艳（女） 朱永繁 乔进双梅（女，彝族） 任 敏（女）
刘仓理 刘汉元 刘成安 刘光强 刘廷安 刘传健 刘会英（女）
刘 忠 刘 政 刘艳英（女） 刘素英（女） 刘振芳
江吉村（藏族） 许 强 严卫东 严宝玉（女，土家族）
杜 江 杜航伟 李 云 李云泽 李 丹 李玉梅（女） 李世亮
李言荣 李 君 李 杰 李 季 李树林 李雪平
李 慧（女，满族）杨心平（女） 杨正林 杨兴平 杨武云
杨 娟（女） 吴忠跃（满族） 吴 皓 吴群刚 吴 德
里 赞 何延政 余先河 余孝其 余绍容（女，羌族）
余德春（女，藏族）邹 明 汪其德 宋 锐 张 永 张兴敏
张祖涛 张道平 阿石拉比（彝族） 陈书平 陈光浩 陈张铭
陈柏蓉（女） 苟兴龙 欧阳梅（女，羌族）尚丽平（女）
罗先刚 罗春梅（女，彝族）罗振华（藏族） 罗 强 郑功成
郑 备（女） 郑望春（彝族） 郑喆轩 赵乐际 赵 波
胡晓玲（女，土家族） 柳 江 钟志华 钟 波 钟承林
侯 蓉（女） 施小琳（女） 耿福能 格西王姆（女，藏族）
晏鲁作（女，彝族）徐芝文 奚正平 高鹏凌 唐成凤（女）
唐安斌 唐利军 陶勋花（女） 黄 河（土家族） 黄 强
黄 毅 曹天兰（女） 庹庆明 梁 伟（土家族） 彭传新
彭映梅（女） 彭清华 葛晓燕（女） 董 伟 董 里
韩晓军 喻 渝 释永寿 曾从钦 曾洪扬 曾 娜（女）
曾道群（女） 蒙 媛（女） 虞 平 新甲旦真（藏族）
廖文彬 廖建宇 翟 刚 戴学斌 魏彦玉 魏 琴（女）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主 任 王晓晖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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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贾瑞云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天福 王亚非 王坤杰 王承先 王荣木 王 俊 王晓晴
王嘉图 毛大付 毛 熠 邓瑜华 龙 伟（彝族） 卢 也
付 康 白 云（彝族） 包 惠（女） 冯定清 吕 华（女）
朱琳琳（女，羌族）朱新华 刘中伯 刘以勤（女） 刘先伟
苏远东 李天斌 李为国（羌族） 李 纯（女） 李 映
李 睿（女） 杨自力 杨 旭 杨志远 杨秀彬 杨 凯（藏族）
杨晓明 杨 娟（女） 何祥兵 何 清（女） 宋开慧
宋远平 张 力 张 伟 张 进（女） 张宜刚 陈 文
陈 政 陈贵林 陈 清 范广洲 周霖临 郑东风 郑树全
房 方 赵艳艳（女） 赵德武 柯 潇 侯志明 祝 烨
贾 卿 徐建群（女） 高增安 郭志强 唐文金 唐经天
涂扬举 黄正富 黄智刚 梁伟华 董 凡（女） 舒大春（藏族）
释意寂 曾文忠（蒙古族） 赖淑芳（女） 雷文勇 廖仁松
廖仲宾 谭洪恩 谭 豹 樊 斌 潘国华 戴 震 鞠 丽（女）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省 长：黄 强
副省长：李云泽 杨兴平 叶寒冰 田庆盈 胡 云 郑 备（女）

段毅君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第3号）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5日依
法选出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名单如下：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5日依法选出廖建宇为四川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第4号）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5日依法选出王树江为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5日

（第5号）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
公 告
（第1号）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5日
依法选出四川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47名，将依法报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名单如下（按姓名笔划
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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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号）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5日依
法选出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委员，名单如下：

紧接01版 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
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文章指出，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
夫。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既
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上的深邃
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设定和工作上
的战略部署，这些是相互联系、有机统
一的。只有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
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的办法，从整体

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反复揣
摩，才能全面掌握党的二十大精神，避
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比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把握新
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重大
意义；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
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
则；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

略部署。
文章指出，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

夫。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有计
划、有部署，在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
要求的前提下，对各项目标和任务进行
细化，有针对性地拿出落实的具体方
案，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施工图，扎扎实
实向前推进。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全
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
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

事，防止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保
持工作连续性。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
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
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要牢
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做到既为一域
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文章强调，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
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
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要发扬斗争精
神，勇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勇于克服
各种困难，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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