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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之策谋发展之进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江新篇章 改革，一头连着“政”，一头牵着“民”。抓

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更
好的日子。

这些年，锦江区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出了一批改革举
措，让市民切身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构筑了锦江式“推门就是美好生
活”幸福的基本盘。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领域更广、标准更高、内涵更丰富，需要
谋划推出更多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

持续加码是锦江区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
之举。

锦江区委全会明确，在就业保障方面，优
化升级“锦江就业超市”服务功能，探索“就业
服务专员+网格员”双向联动机制，健全区、
街道、社区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开展重点
群体“1311”就业分类帮扶。建设“全适龄”社
保经办体系，探索建立工伤补充保险制度，推
进分层分类精准救助，完善多层次住房保障
体系，探索“房产超市”一站式服务，开展房屋
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试点。

在教育医疗方面，将加快建设教育强区，
深化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全国中
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探索学区治理改革，加快教育数字化转
型，试点探索 AI 大模型“三个助手”教学应
用。持续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医养、医惠

“五医联动”一体化改革，深化网格化城市医
联体建设，推进“全专结合”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模式，并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在养老服务方面，加快构建五级养老服
务体系，深化网格化智慧养老服务改革，优化

“春熙券”普惠养老制度，加快构建康养、医
养、药养、金养“四养”银发经济体系。探索医
育结合、托幼一体、代际融合等普惠化多元托
育服务新模式，推进托育服务数字化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
起点。发展的道路上，以民之所望为改革所向，
城市发展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实，锦江“幸福城区”
的成色也将越来越足。粟新林/文 锦江区/供图

产业园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
在锦江区的改革举措中，园区成

为一大关键词。瞄准园区深化改革，
锦江区委全会提出，落实“优化提质、
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
全力打造四川成都锦江经济开发区、
春熙路时尚活力区两大千亿级园区。

具体何为？锦江区将优化园区空
间布局，探索“一区多园”“园中园”运
行模式，推进园区、城区、景区“三区合
一”融合发展，构建15分钟生产生活配
套服务网络；构建以商招商、场景招
商、要素招商体系，聚焦产业主攻方向
引育“镇园之宝”“有根企业”；深化“管
委会+专业公司”管理机制，细化制定

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实行“双调度、双
通报”制度；深入推进“园区事园区办、
企业办事不出园”，制定“产业园区赋
权清单”；拓展引育留用渠道，健全多
维度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园区首
席顾问、全员聘任、特职特聘制度。

发展园区的核心是园区内的企业。
一个多月前，中国联通（成都）车辆

智能网联研究院在锦江区正式揭牌。
这是中国联通在西部地区设立的首个
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活动现场，锦江
区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理工大
学、蜀道智慧交通集团、万集科技、艾氪
英诺等25家智能网联行业知名企业及
科研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对于这些优秀企业和知名院校机
构而言，锦江的吸引力正在增强。近
年来，电商龙头天猫优品自落地锦江
区，销售额超 4 亿元；引进 200 亿元规
模的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不仅要“外引”带来增量，存量的
“内培”同样重要。锦江区委全会明
确，该区将聚焦构建“1+3+3”现代化产
业体系，大力实施新质生产力培育

“543”工程，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培育壮
大、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工业智造提
质增效，加快塑造竞争新优势。

无论是外引还是内培，最终都是
要让企业在锦江区成为“有根企业”，
持续深耕这片土壤。如何让企业安心
发展，此次全会提出“优化五级企业培
育体系”“健全‘12345’企业诉求提速
提级处置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
革”，以优化营商环境，从而促成企业
长期发展的局面。

此次锦江区委全会通过的《实
施意见》，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等中央
及省级文件精神相结合，也与市委
十四届六次全会、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的具体任务相结合。对锦江
而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
全面深化、系统部署、接续推进。

聚焦发展所需、问题所在、市民
所盼、城市所能，锦江区委全会谋划
出五个重点改革任务——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制度机制一体改革、全面推进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改革、完善安全
发展制度机制、加强党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方方面面，对
标对表，既全面承接上级改革部署，
又逐条逐项细化锦江举措。

改革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关键处
在哪？如何落子？锦
江区将经济体制改革
放在突出位置，也意
味着，锦江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
要以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为牵引。

对此，锦江区委
全会进行了一系列具

有针对性的改革部署：将完善市场
经济制度机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优化
营商环境建设机制、完善城乡融合
发展机制、完善服务国家省市重大
战略机制；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
心区、国际交流交往引领区建设，鲜
明提出实施新质生产力培育“543”
工程；建立国有资本精准投资机制，
提升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造血能力；
增强招引培育政策一致性，研究出
台高成长企业认定标准；建立民营
企业“六位一体”服务体系；推出税
务“信用医生增信护航”模式等改革
举措，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些创新举措，改革成色足、锦
江特色浓，必将为“品位锦江”建设
提供强大动力。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浪潮下，市

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成都建设，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略蓝图，吹响了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号角。

如何谋改革之势？如何以改革致远？对于区域来说，需要一张路线图，

搞好顶层设计，明晰突围路径。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月2日，锦江区召开中

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八届八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江新篇章的

实施意见》，围绕“品位锦江·幸福城区”总体目标，用深化改革强经济、促治

理、惠民生，凝聚城市勇毅前行的动力，托起百姓美好生活的期盼。

乘改革之势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立园满园”提质经济发展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聚改革之力

强改革之效

1月4日，午后的阳光热情地
挥洒在凤凰山体育公园的草坪
上，公园户外足球场早已人头攒
动。刚刚结束新版《哈儿师长》拍
摄的李伯清马不停蹄地赶来，期
待与社区足球嘉年华的一次热情
相拥。众所周知，李伯清喜欢足
球，过去的 20 年，他不仅热心参
与各类足球公益活动，更是一手
创建了闻名全国的皇家贝里斯足

球俱乐部。“参加嘉年华的都是些
娃娃，不要过分要求整齐。”在李
伯清主动张罗下，开幕式没有列
队，参加活动的娃娃们围坐在草
坪上听他讲话，一个个热情地喊
着“李贝贝”。

这让他感觉非常高兴，“李老
师的粉丝早已跨越了年龄的界
限，现在都有‘10后’了。”快步迈
上主舞台，看着兴奋的孩子们，李

伯清十分感动，“虽然已经是下午
了，但我还是要对大家说一声上
午好。为什么说上午好，因为你
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活动现场，娃娃们在家长的
带 领 下 纷 纷 与 李 伯 清 合 影 留
念。李伯清说：“今天的很多娃
娃，哪里认得到我李伯清，家长
推过来照相，还不想给面子。我
这里想给家长说几句话，新的一

年一定要让娃娃快乐，一定要让
娃娃健康。”简单精彩的开幕式
结束后，公益足球嘉年华开始。
数百名参加嘉年华的家长和孩
子在凤凰山体育公园户外足球
场上参加运动带球、九宫格射
门、足球射靶等活动，现场热闹
非凡，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凯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魏捷仪）为解决灌区工
程维养人员不足、维养水平不高
等问题，加快打造扁平化管理示
范灌区，记者昨日从四川省都江
堰水利发展中心获悉，通济堰灌
区正式启动管养分离试点工作。

据悉，本次试点区域在通
济堰管理处新津水利管理站辖
区，养护范围涉及通济堰渠首
枢纽、8 公里总干渠及 1 座大
（Ⅰ）型水闸，1 座小（Ⅰ）型水
闸，1 座小（Ⅱ）型水库。1 月 1
日，维养企业服务人员已正式
进场开展工作。

根据管养分离实施方案，试
点区域将实行处、站两级管理，
新津水利管理站主要负责站区
安全管理、调水配水、涉水事务
处理、水利保护、水费收缴等水
利主业工作。引入的维养企业

负责渠道巡护、水闸金属结构和
启闭机维护、设备保洁、站区绿
化、渠道除草等基础性和辅助性
工作。

不同于其他单位管养分离试
点，本次试点以服务项目和服务
工作量为基础进行费用核算，服
务事项具有针对性，可有效提升
养护资金使用效益，分离后可减
少三分之一的管理人员，每年节
约经费96万元。

同时，为保障试点成效，试
点工作将建立日检查、月调度、
季度测评、年度考核的评价机
制，并引入信息化手段全过程
监督维养工作开展情况，积极
探索建立一套较为成熟的管养
分离运行模式，推动从管人到
管事、从养人到养事的转变，实
现降控运行成本，提升管养水
平的目标。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袁弘）不仅有公园式婚
姻登记处，还有婚俗文化艺术
馆，甚至还附设有相亲广场——
这就是日前刚刚“上线”的都江
堰市“幸福起点”公园式婚姻登
记处。

作为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
都江堰市“幸福起点”以“幸福生
活 为爱护航”建设为牵引，将婚
姻登记服务与城市景观、特色婚
俗文化有机融合，推动婚姻登记
环境从“标准化”走向“特色化”，
提升全市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到“幸福起点”都江堰市
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只见内部
设置了等候区、登记区、婚姻家
庭辅导室、颁证室等多功能服
务区及多元化婚姻登记配套设
施。“我们利用婚俗文化展示墙
宣传与婚姻家庭相关的家教家
风文化，倡导文明婚恋观，培育
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引导结
婚新人转变思想观念，提倡简

约婚礼、减少婚宴浪费。”登记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进一旁的婚俗文化艺术
馆，婚恋文化氛围特别浓重，从
周汉时期庄重肃穆的礼服到唐
代绚烂多彩的婚服，再到风格内
敛简约素雅的宋服……展现出
各个朝代的风华。

据了解，“幸福起点”公园
式婚姻登记处除了常态化开展
传统颁证服务外，在“幸福起
点”相亲广场，每个周末下午还
将常态化举办相亲交友会；每
月19日的晚上还将举办红娘大
型现场公益说媒活动；每年的

“5·20”、七夕、双 11、双 12 等时
间节点，还将推出主题派对活
动，为单身人士提供不断创新
的交友平台。此外，婚姻登记
处 旁 还 设 置 了 社 区“ 慈 善 超
市”，超市内的义卖品和婚礼所
需的物品还会将销售额的 1%
无偿捐赠给莲花社区慈善微基
金，点亮“幸福起点”的慈善微
光，让幸福的爱意涓涓传递。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都十分
认真和激动。来自成都市回民小
学的梅罗圣鑫在与老师和同学们
的合奏中，他演奏的唢呐声吸引
了不少观众。“我喜欢唢呐的声
音，我会好好学习下去的。”梅罗
圣鑫表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传
统音乐，他也要做好传统文化的
传承。

据悉，“教师共享·美育天府—
百名艺术家进校园”活动自 2024

年 3 月实施以来，集结了艺术家
131人，他们中既有梅花奖、金钟
奖、荷花奖、文华奖、牡丹奖、金狮
奖和国家“五个一工程”得主，也有
在艺术教育领域耕耘数十年、经验
丰富的艺术家。活动在2024年度
走进校园开展辅导教学502场，辐
射23个区（市）县，涵盖265所中小
学校，涉及川剧、京剧、杂技、皮影、
快板、小提琴、国画、清音等96门
艺术课程，线上线下惠及36万人

次。同时，艺术家们根据自身实际
和学校需求，形成了指导特色项
目、开展体验互动、建立艺术家工
作室、举办艺术人生讲座等差异
化、多样性的服务形式，让美育资
源更加多元、更加深入。

来自成都市奥林小学的书法
老师杨愚表示，随着美育与书法教
育在全社会的推广与普及，“书法
美育”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入人心。
他认为，“本次活动的开展对各个

艺术门类来说都是一个集中的展
示，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产生积极
影响。”成都市文化馆副馆长陈孟
理认为，通过美育共享活动让师生
们在课程之余有机会更加深入地
感受文化之美和传承之美。他说：

“美育共享活动不仅树立起文化自
信，同时也是我们文化和教育联手
推进全民美育的新方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受访单位供图

每年将节约经费96万元

通济堰灌区启动管养分离试点工作

附设相亲广场

“幸福起点”公园式婚姻登记处来了

1月5日，“教师共享·美育天府——百名艺术家进校园”成果展演在
锦江剧场举行。本次成果展演全面展示了2024年成都市美育教育成果。

本次展演共设置了3个篇章：童心绘梦想、美育竞芬芳、文化有传承，节
目由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完成，演出内容涵盖交响乐、民乐合奏、木偶舞蹈、
快板、戏曲等多个艺术门类，并配套展出孩子们经艺术家指导的近50幅优秀
书法美术作品。来自四川天府新区实验中学、成都市回民小学、成都市锦江
区特殊教育学校等13所中小学的优秀展演队伍和学生尽展艺术风采。

现身公益足球嘉年华

李伯清与“10后”互动
“下面的小朋友，有一半进入国家队，还有一半去打世界杯，这是他们

的希望。我的希望是这些小朋友通过足球训练后，不管到任何单位去工
作，甚至于不再接触足球的话，都是阳光的、健康的、快乐的，都晓得什么是
集体力量。”1月4日，著名评书艺术家李伯清现身天回公益足球嘉年华开
幕式。依旧是熟悉的“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小朋友……大家好”的开
场白，77岁的李伯清用诙谐幽默的“散打”，深入浅出讲解学习足球对孩子
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少了说教，多了交流，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展演上，艺术家与孩子同台表演。

活动现场，李伯清与观众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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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成都校园美育成果

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