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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以推动公共资源科学配置和公共服务
普惠共享为重点，实施高品质公共服务
倍增行动，持续优化调整“四大结构”，
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重大公共服
务项目共 224 个，总投资 3504.6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617.7亿元。

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实施成

都市国家医学中心、未来医学城一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锦江院区等 54 个
项目。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成都
国际职教城“三校一中心”、四川天府新
区中小学建设等69个项目。

实 施 城 市 有 机 更 新 行 动 ，补 齐
城 市 功 能 品 质 短 板 ，编 列 电 力 金 具

总 厂“ 数 字 艺 术 中 心 ”、成 华 区 八 里
庄工业遗址更新等片区激活提升项
目 59 个。

实 施 蓝 天 碧 水 净 土 工 程 ，强 力
推 进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编 列 环 城 生 态
区 生 态 修 复 、中 心 城 区 厨 余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万 兴 环 保 发 电 厂 三 期 等
项目 32 个。

提升城市智慧韧性安全水平，实施
超大城市极端天气预报水平和应对能
力提升、智慧蓉城运行管理平台等项目
10个。

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聚焦提质幸福成都惠民生暖民心

28日，《成都市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发布。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更是未来的经济增长
点。“扎实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经济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尽最
大努力争取经济发展的最好成果。”去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
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这一

经济工作安排，开年之际即发力“实物工作量”——900个重点项目布局明晰，既能补短板调结构，又能带消费扩就业。重点
项目涵盖重大产业项目531个，总投资11222.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854.2亿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45个，总投资9697.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39.9亿元；重大公共服务项目224个，总投资350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17.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共3511.8亿元。

900个实实在在的重点项目，传导的是这座城市“拼”的精气神，汇聚成的是一幅城市努力向上的“动图”。细数列入《计
划》的900个重点项目不难发现，项目紧密围绕成都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坚持“优中选优、重点推进、示范引
领”，具有四大显著特点。

突出唱好双城记、建强都市圈、建
好示范区，以深化“两新”实践扎实推
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服务“五区共
兴”建强动能更充沛的现代化都市圈、
唱好“双城记”推动双核联动双圈互动
发展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前瞻布局和
开工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共 145

个，总投资 9697.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39.9亿元。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继续编列成渝
中线、市域（郊）铁路成眉线、成德线、资
阳线、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 30 个，新增
成渝高速公路扩容、成温邛高速扩容等
开工或储备项目17个。

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编列火车北站
扩能改造配套工程、东西城市轴线（东
段）、成自铁路天府站及配套综合交通
枢纽等项目62个。

水利及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编列
国际先进城市配电网建设、三坝水库、
久隆水库、简阳重型调峰燃机等项目
17 个。

新型基础设施方面，编列高新区国
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准环对称仿
星器等项目19个。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聚焦重大战略规划强支撑优布局

重 大 产 业 项 目 共 531 个 ，总 投 资
11222.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854.2 亿
元。其中，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链，以
链主链属企业引育和“5+N”产业生态
培育促进强链补链为重点，加快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聚焦26条重
点产业链实施436个重点项目。

放眼 531 个重大产业项目，突出发
展先进制造业，实施金堂县通威太阳能
光伏产业基地、龙泉驿区中创新航、新
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园等项目 199 个（较
2022年增加28个，在重点项目中的占比
增加 3.2 个百分点），年度计划投资增加
135亿元，更好服务“制造强市”。

提质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完善消
费环境和业态，编列双流区空客飞机全
生命周期服务、东部新区国家检验检测
高技术产业、“一带一路”国际铁路港综
合园区一期等项目264个。

巩固提升都市现代农业，实施崇州
市全域高标准农田、新津区天府农博园
首期配套等项目41个。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实施高新区 5G 互联科创园、郫都区
智算中心一期等27个项目。

重大产业项目
聚焦重点产业链锻长板补短板

从建设批次来看 加快前期批次项目 64
个，总投资 3307.8 亿元；落地开工批次项目 226
个，总投资 3843.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95 亿元；
加快建设批次项目 464 个，总投资 15705.3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2404.3 亿元；竣工投产批次项目
146 个，总投资 1568.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12.5
亿元。

从责任单位来看 区（市）县项目780个，总
投资13949.3亿元，年度投资2542.1亿元；市属国
有企业项目80个，总投资7976.5亿元，年度投资
640.2 亿元；市级部门项目 40 个，总投资 2499.3
亿元，年度投资329.5亿元。

900 个重点项目中含 100 个市级重点推进
项目 它们将结合市领导担任“链长”“片长”、
分管领域和对口联系区（市）县情况，以市领导
牵头的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包干推进，示范引领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100 个市级重点推进项目，
总投资 8256.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269.3 亿元，
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54 个，总投资 3047.3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578.8 亿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4
个，总投资 3997.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51.4 亿
元；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22 个，总投资 1211.4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39.2亿元。

突出建强示范区中的示范区，以推动
优势要素资源向重点片区集聚为重点，锚
定项目集群攻坚突破，将重点片区打造成
为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推动“三
个做优做强”全面成势。24个重点片区共

210个项目纳入重点项目计划，有力支撑
基本功能扩容下沉和高品质生活示范。

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品质，编列
蓉北枢纽商圈、太平寺现代都市工业
谷、金色中环等13个重点片区金牛区铁

路总部片区城市更新、温江区科伦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等项目106个。

突出发挥城市新区动力作用，编列
高新区京东方车载显示基地、成都未来
医学城一期项目、天府新区 585 研发中
心等项目56个。

高效联动发展郊区新城，编列宝成
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至金堂线、安仁
文博文旅示范区等项目48个。

重大功能性项目
聚焦重点片区强功能提能级

有量更要有质，成都重点项目的开年第一
步，扎实、稳健且有远谋。一个重要细节值得关
注，今年《计划》印发时间相比往年提前了一个
月左右。这一“时间差”，无疑是给900个重点项
目的建设推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条件。市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各项目业主单位可以尽早
启动项目促进等前期相关工作，打好提前量。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工
作的部署要求，《计划》充分发挥了重大项目对
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据了
解，市发改委（市重点办）聚焦重大战略、重要规
划、重点任务，此前组织各区（市）县、市级相关
部门、市属国有企业认真开展 2023 年重点项目
申报和计划编制工作，遴选编列出一批支撑性、
引领性和示范性重大项目，最终形成《计划》。

“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坚持战略
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成都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计划》更加突出支撑落实国家、
省市重大规划和战略部署，更加注重服务超大
城市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更加强化“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运用和落地性审查，优先纳入符合条
件的“三个做优做强”、四大结构优化调整、产业
建圈强链、智慧蓉城建设等重点任务支撑项目。

成都对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市政府
各部门，有关单位提出明确要求，要按照全生
命周期管理理念，扎实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加
快推动项目落地投运，不断提升项目质量效
益。要强化重点项目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流
程，坚持分级分类协调、“行业+综合”调度和

“红黑榜”通报机制，推动形成重点项目建设合
力，有效支撑全市经济运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制图 江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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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个重点项目编制
有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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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市 2023 年 重 点 项 目 计 划》解 读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

成都市12345亲清在线正式上线
更高起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成都高质量发展

紧接 01 版 坚持体系设计，项目设立兼顾全军共
同和军种特色，内容设置覆盖功勋荣誉表彰、岗
位贡献和服役奉献，样式呈现注重色彩搭配协调
美观，体现全局性、整体性、协调性；坚持官兵一
致，不论军官士兵、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以获得荣
誉、服役奉献授予略章和确定勋表佩戴排数和数
量，充分彰显荣誉面前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坚持
继承创新，既注重传承我军光荣历史传统，汲取
我军勋奖制度有益经验，大量运用我军红色基因
元素，又积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创新发展，构建
更加富有新时代特色、符合新体制特点、体现新
使命要求的军人勋表制度。《规定》的发布施行，
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勋表项目管理机制、健全完善
的颁发授予机制、顺畅有序的供应保障机制、权
威高效的使用监督机制，规范军队勋表管理工
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接01版
施小琳最后表示，希望大家爱国为民、奉献

社会，始终把企业发展同国家兴盛、城市发展、
人民幸福紧密融合在一起，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成
就事业、回报社会，做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希
望大家深耕主业、开拓创新，保持发展定力，弘
扬企业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攻关、品牌
塑造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希望大家诚信为本、践诺守约，不断增强规则意
识、契约精神和守约观念，树立诚实守信、履约
践诺的企业形象。希望大家守好底线、行稳致
远，严格遵守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劳动关系等
领域法律法规，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
牢守住生产经营的红线底线，确保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

王凤朝指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
的土壤，土质好不好、肥力足不足，市场主体最
有发言权。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全市上下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尽最大努力争取了最好结果，
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广大市场主体的辛勤付出
和巨大贡献。当前，成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发展的机遇更加凸显、基础更加坚实、环
境更加优越，成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城市能级持续提升的态势没有改变，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改变。城市的竞争优
势就是企业的发展优势。希望大家抢抓成都发
展机遇，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扎根成都，
全面参与融入产业建圈强链、“三个做优做强”、

“四大结构”优化调整、智慧蓉城建设等全市中
心工作，与城市同成长、共发展，奋力在打造中
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中当好生力军。成都将一如既
往提供最优质、最高效、最便捷、最精准的服务
保障，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首要位置，营造
一流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
导，市法院院长，市级有关部门、各区（市）县负责
同志，企业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紧接 01 版 铁路通信工姚阳站在 50 米的高空、
迎着凛冽的寒风，保障列车信号传输；市妇女
儿童医院护士方敏说，新生儿发出的第一声啼
哭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快递员胡欢每
天要处理 100 斤草莓的快递揽收任务，新鲜的
草莓第二天就得送达⋯⋯刚刚过去的春节假
期，有多少幸福温馨的团聚，就有多少坚守岗
位的忙碌。

无论你是谁、在什么岗位，新的一年里，你的
爱岗敬业，就是成都的奋斗姿态；你的奋跃奔跑，
就是新征程上的时代风采。

闯，就要一往无前。
如今的成都，面临着重大战略交汇叠加、重

大部署深入实施、重大政策加快落地等一系列历
史机遇，肩负着探索城市现代化建设国家试点示
范的重大政治责任。

机遇当前，犹豫徘徊只会坐失良机、因循守
旧从来没有出路，对城市的发展如此，对个人的
成长同样如此。

机遇青睐早做准备的人，也青睐敢闯敢试、
挺立潮头的人，面对科研攻关的难题能不能拿出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面对城市管理的阻梗能不能
拿出不破不立的改革力、面对事业发展的瓶颈能
不能拿出别具匠心的创造力⋯⋯去勇敢试、去大
胆闯，去徜徉大海、去攀登高山、去穿越森林，去
开拓一片新天地。

韧，就要百折不挠。
当前，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

安，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但“什么时候没
有困难？一个一个过，年年过、年年好，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来都是这样”。

越是挑战当前，越要提振信心，五千多年战
天斗地的恢宏民族史、一百余年翻天覆地的壮丽
党史，在宽广的历史视野中，什么困厄都只是遮
望眼的浮云；越是泰山压顶，越要团结奋斗，一滴
水融入江海就会永不干涸、一棵树长在森林才会
又高又直，十四亿人团结在一起，任何险阻都能

“踏平坎坷成大道”。
无数平凡的“你我”，成就了极不平凡的“我

们”，“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更有力量，去战胜惊
涛骇浪、去奔赴星辰大海。

癸卯开春、万物生长，让“我们”一起更踏实
地干、更勇敢地闯、更无畏地进，团结奋斗、顽强
拼搏，共同奔赴一个绚烂多彩的春天。

脚踏实地 共赴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