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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由市委统战部主办
的“‘共话蓉港澳合作 助推蓉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2023 蓉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主题交流活动”拉开帷幕，涉
及教育、金融、医疗、文化等行业的
在蓉港澳创业青年参与其中。

“成都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幸福
的城市，未来我将结合自身优势，积
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及双城经济圈
建设机遇，积极推动蓉港合作，为成
都与香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动中，香港青年创业者林杉杉就
自己在成都的创业经历、心得与大
家开展现场分享。

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球各地
的“林杉杉”选择汇聚成都，扎根这
片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如何
为广大青年蓉商引好路搭好台服好
务？近年来，市委统战部把握“三个
关系”，持续实施“青蓝接力”，为青
年蓉商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凝
聚起新时代青年蓉商的磅礴动力，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篇章贡献
新的力量。

把握“守正和创新”关系。市委
统战部高度重视青年蓉商健康成
长，推动成立以“80 后”民营企业家
为主的“蓉商总会”。同时，持续深
化“蓉商培育工程”，组织青年蓉商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专题
培训。近 6 年来，举办青年蓉商专
题培训班10期，培训人数500余人，

持续提升青年蓉商综合素质。
把握“当前和长远”关系。推动

市、区（市）县两级成立相关年轻企
业家联谊组织，先后成立“成都青年
企业家商会”、12 家区（市）县青年
企业家商会组织和“蓉商总会”，建
好青年蓉商组织平台；组织开展“蓉
商大讲堂”“麓山夜话”等品牌活动，
召开成德眉资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
座谈会，为青年蓉商搭建交流平台；
出台《关于实施“十百千”蓉商成长
计划的意见》，围绕产业建圈强链、
智慧蓉城建设等重点工作，“条块结
合”遴选 206 名青年蓉商代表人士
进入全市统一战线人才库。

把握“培养和使用”关系。邀请

部分青年蓉商进入“同心智库”，聚焦
难点热点建言献策，推荐安排103名
青年蓉商担任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选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等领域 4 名“80 后”青年民营企业家
进入市工商联（总商会）班子队伍，先
后举办“成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甘
孜行、阿坝行”等活动，在对口支援地
区开展产业帮扶、慈善捐助等。

共画同心圆，合力谱新篇。成
都市委统战部将坚持强化思想政治
引领，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高效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服务
成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成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3蓉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主题交流活动举行

勠力同心谋发展 奋楫笃行启新程
——成都统一战线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2023 年 ，成 都
各区（市）县组织开展

统战部部长与民营企

业家“面对面”活动，

收集民营企业问题建

议 800 余条，办结

率86.5%。

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市“万企兴万

村”行动入库民营企

业 3868 家 ，“ 兴

村”总数2053 个，

“兴村”项目 4465
个、投资总额 479
亿元，公益捐赠5 亿

元，各项数据均居全
省第一⋯⋯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

发展的“土壤”，是区域竞争

的重要“软实力”，也是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

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依法保护外商投资

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去

年12月，四川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举行，强调要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

“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

制，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

落实一批举措，充分激发各

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

创新活力；同月27日，成都

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审议

通过《关于依托智慧蓉城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为探索超大城市优化营商

环境特色之路布局谋篇。

唯有同心携手，方能行

稳致远。近年来，市委统战

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中

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和

目标任务，找准统战工作服

务成都营商环境优化的结

合点和着力点，围绕推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堵点

难点，大力开展调查研究，

制定并印发了《成都统一战

线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十大行动实施方案》，创

新实施“1+3+5+N”工作模

式，引导全市民营企业深入

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持

续实施“青蓝接力”，促进青

年蓉商健康成长，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以

实际行动来体现和检验主

题教育成效，助力成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头戴耳麦，敲击键盘，指尖飞舞，
快速记录...... 去年 12 月，16 位成都
市政协工商联界别企业家委员走进
成都 12345 热线，体验并了解 12345
助企热线工作机制。

“成都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离
不开 12345 助企热线的贴心服务。”
四川乐多多超市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孟刚文说道，“他们的细心和专业
度，在全国来讲都是非常出色的，有
他们为企业保驾护航，让我们对未来
发展也很有信心。”

沉浸式体验结束后，企业代表
们和成都市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人
围坐一起，敞开了谈疑问、提建议。
现场座谈会作为一个倾诉口，也是
一个贴近企业，直接解决问题的“问
答会”。

一场推心置腹的现场座谈会，折
射出一年以来成都统一战线持续助
力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实效。

2023年，成都市委统战部部署全
市统一战线开展服务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十大行动”，动员全市统战系
统单位采取“清单制+责任制”工作
方式，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具
体而言：

思想政治引领。深化“蓉商培育
工程”，围绕“理想信念、形势任务、能
力素质”三大板块，分批分层分类开
展各级工商联新任常执委、新一代年
轻企业家专题培训，不断提升民营企
业家政治力、领导力、洞察力。

发展信心提振。每季度围绕一
个主题，开展“蓉商大讲堂”暨企业家
沙龙；积极推进政企“蓉易见”，每季
度至少开展 1 次政企见面会、民营企
业座谈会；广泛收集企业和商协会运
行情况、困难和问题，联动成都市
12345企业服务热线及时协调解决企
业共性问题。

建言献策提质。聚焦新时代民
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堵点，深化民营
经济智库建设，挖掘企业人才专家资
源，围绕全市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
业建立“产业智囊团”，为促进产业发
展、制定行业规划提出政策建议。

政策宣讲解读。深化“1+N”合
作机制，梳理最新惠企助企政策，推
动完善“政策明白卡”，开展政策“读

懂日”活动；优化政企“面对面”“键对
键”“直通车”等机制，积极推动有关
部门形成重大政策制定前及实施后
召开涉企政策调研恳谈会。

要素供需对接。强化金融超市
建设，积极推动扩大“蓉易贷”民营企
业白名单，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民
营企业需求订制金融服务方案、创新
金融产品；推动人才超市深化提能，
加强民企用工服务需求对接，全年联
合在蓉高校举办民企“双选会”招聘
活动。

市场空间拓展。助力搭建蓉企
全球经贸交流平台，支持民营企业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百
团千企，抱团出海”行动，擦亮“成都
造卖全球”名片；搭建经贸交流平
台，组织开展蓉企“重庆行”、蓉企

“市州行”，引导民营企业抢抓战略
发展机遇。

促进消费提档。鼓励引导民营
企业深入挖掘市民新消费需求，积极
营造更多“小而美”又不失“烟火气”
的“跨界”消费新场景；鼓励支持商会
和民营企业利用网红直播带货等新
方式，宣传推广各类特色产品、旅游
景点、打卡胜地。

创新能力提升。推动组建“创新
联合体”，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加强与
科研院所、高校等合作，推动建立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指导蓉商总会
围绕成都市“5+5+1”现代产业体系
组建产业发展联盟，做强做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努力形成民营经济现
代化产业体系。

依法治企达标。通过开展“法律
三进”，防范化解促进“两个健康”工
作领域风险隐患；协助企业规范用工
管理，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及知识产权
法律宣讲，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完善
商会调解功能，持续推动商会组织完
善信用体系，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

基层组织强健。扩大商会覆盖
面，加快组建产业圈商会、行业性商
会和功能区商会；鼓励引导战略性新
兴产业、区域经济主体产业企业加大
组建商会或联盟力度；加强智慧化建
设，依托“智慧蓉城”建设基础，加快

“智慧蓉商”建设进度，健全完善民营
企业数据库。

青山掩映、绿水环绕，一半竹林
一半田。走在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
的林间小径上，乡土中国的诗意扑
面而来，建筑内外随处可见竹编技
艺的创造性应用，竹间雅韵满溢。

多年前，这里还是成都西边众
多川西林盘中一个不被人熟知的小
村落。而如今，龙黄村摇身一变成
为“道明竹艺村”，不仅被全国所熟
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
乡”的代表，还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村
落之美。

道明竹艺村“变形记”背后，是
成都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
切口，更是统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真实写照。

去 年 以 来 ，市 委 统 战 部 采 取
“1+3+5+N”工作模式，广泛动员区
（市）县工商联、商会组织和民营企
业，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助
力成都积极探索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乡村表达，奋力开创乡村振兴事
业新局面。

紧扣一条主线，凝聚兴村事业
合力——

紧扣乡村振兴这条主线，建立
全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协调工作模
式，签订《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
承诺书》，构建市工商联、区（市）县

工商联、商会组织、民营企业四方协
作工作格局；指导民营企业聚焦乡
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两
大重点，把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管理
理念引入乡村，把先进技术手段、现
代生产要素引进乡村，把更多就业
岗位、发展机会留在乡村；积极搭建
融资平台，引导成都市金融服务业
商会创新管理成都乡村振兴基金，
组建西南首支种业振兴基金。

抓好三个结合，构建特色兴村
机制——

与对口支援工作有机结合，将
“万企兴万村”行动与对口支援民族
地区工作结合起来；与企业自身优
势有机结合，指导龙头民营企业立
足自身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和新兴业态；与商会多方资
源有机结合，整合商会资源，组织
10 余家直属商会走进成都市简阳
市和泸州市。

聚焦五个维度，培育兴村示范
项目——

在乡村产业振兴上，引导民营
企业深挖农村土地、环境、文化等资
源的多元价值；在乡村文化振兴上，
引导民营企业充分盘活农村原生态
人文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在乡村生态振兴上，引导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在乡村人才振兴上，建立阿坝州
黑水县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万
企兴万村”人才培训，将人才培训和
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在乡村组
织振兴上，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家返
乡创业，积极开展商会党组织与村
支部结对共建活动。

注重多点开花，浓厚兴村社会
氛围——

加大调研考察力度，组织民营
企业家和商会负责人深入乡村参
观考察“万企兴万村”示范项目，营
造浓厚社会氛围；高度重视“万企
兴万村”工作案例的收集整理，利
用媒体开展宣传报道，营造社会氛
围；创新实践广泛覆盖，指导新津
区把曾经的空心村张河村打造成
乡村振兴示范村；积极培树先进
典 型，深入挖掘全市民营企业在

“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

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市“万企

兴万村”行动入库民营企业 3868
家，“兴村”总数 2053 个，“兴村”项
目 4465 个、投资总额 479 亿元，公
益捐赠 5 亿元，各项数据均居全省
第一。

这是一组
令人欣喜的数据

成都市新津区援建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大坝村牦牛饲草种植基地项目

开展十大行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成都市政协工商联界别企业家委员走进成都12345热线

B 助力乡村振兴 丰富公园城市表达

推动青年创业 引路蓉商筑梦蓉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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