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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经济搞建设
推动发展高质量

新的一年，集中精力抓经济、拼
经济仍将是锦江区高质量发展的

“主旋律”。经济工作越是千头万
绪，越要突出重点、统筹推进。

锦江区将进一步强化园区在
经济发展中的“主战场”“主引擎”
作用，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

“全盘活”。锦江区明确，从园区发
力，以抓实产业载体、产业特色、产
业集群等手段为园区铸特色、给园
区创未来。

用 园 区 拼 经 济 要 有 务 实 之
举。锦江区提出，以两大园区为主
阵地抓好载体建设，其中，建强锦
江经开区，加快布局建设“一园四
片”；提质春熙路时尚活力区，加快
形成春熙路商圈“地上一座城、地
下一座城、云上一座城”发展格
局。聚焦抓实产业特色，将实施数
字经济培育、现代服务业培育、工
业智造培育三大工程。聚焦园区
里的五级企业，推动千亿级本土龙
头企业稳增长，引导百亿级结算总
部企业拓业务，支持十亿级效益科
研机构多转化，助力亿元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提能级，激励千万
级高成长创业企业快壮大，力争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 36 家以上、专精
特新企业10家以上。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拼经济就要抓项目。2025年，
锦江区将定期调度推进 28 个重大
攻坚项目，推动重点项目有序建
设；力争全年招引落地重大产业化
项目 23 个以上，全年策划包装项
目80个、总投资380亿元以上。同
时，通过做好供需对接服务、打造
公共技术平台、引育高端领军人才
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赋能经济高
质量发展。

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起
来”。锦江区还将从抓实线上消费、

限上企业、业态升级、环境优化等方
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

强改革促开放
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

项目的招引、企业的壮大、创新
创业活力的涌现离不开良好的营商
环境。换句话说，良好营商环境也
是生产力。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营商环
境竞争力，锦江区将采取一系列措
施——

围绕民营经济。促进公平准
入，小额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全
部预留给中小企业；依法公正保
护，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监测指标
体系，“府院联动”加强涉企纠纷
调诉衔接，强化不正当竞争行为
查处力度；提供平等服务，大力实
施民营经济“万千百十一”工程，
确保“免申即享”“易申快享”政策
兑付率100%。

聚焦国企改革。鼓励锦江发
展集团和兴锦建投、兴锦商投、兴
锦产投围绕自身特色定位，巩固提
升地产、物业、运营等主业收益，确
保区属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10%以上。

立足对外开放。深化“两场两
港一圈”合作，争创自由贸易试验区
锦江协同改革先行区。推动外贸稳
中提质，力争新增外贸企业10家以
上、外贸进出口增速5%以上。提升
外资利用水平，招引外资企业 130
家以上。

放眼跨域协作。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等区
域发展战略，强化“锦渝”“锦炉”“锦
中”“锦都”合作。

惠民生优服务
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升
级。更好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有质量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这些“更”，既是百姓的期许，也
是锦江区 2025 年民生工作的重要
聚焦点。

以“人民满意”为标尺，政府工
作报告聚焦民生热点，明确了今年
民生工作的着力点：

做 好 兜 底 保 障 ，增 强 安 全
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优化升
级“锦江就业超市”功能，实现新
增就业 2.4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 3%以内。启动 73 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持续扩大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覆盖面。

完 善 公 共 服 务 ，增 添 获 得
感。促进教育优质均衡，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 7 所，新增学
位 7000 个以上，实现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教室空调安装全覆盖。优
化医疗服务供给，推动华西医院
锦江院区开诊运营、区疾控中心
主体竣工。提质“一老一小”服
务，新建普惠托育机构 3 家、普惠
托位200个以上。

厚植生态底色，增加幸福感。
持续巩固“三大战役”成效，推进“新
三大战役”攻坚，持续改善“市容环
境”面貌。

加强文化建设，增进认同感。
加快启动琉璃厂窑遗址公园建设，
加快打造东南里研学片区和华兴
坊、省川剧院特色街区。加快实施

“一廊五线九景一地”文旅产业规
划，落地星桥光影中心等15个重点
项目。持续开展“锦江之夜”等各类
文化活动140场以上。

锦江区还将坚持智慧治理模
式，抓实城市管理，以城市管理“微
变化”，实现民生服务“新提升”。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新的一
年，奋进的锦江必定乘势而上，拼出
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

粟新林/文 锦江区供图

以奋进之姿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锦江

1月8日—10日，成都市锦江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协第八届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相继
召开。锦江区进入两会时间，会场上气氛热烈、激情满怀。

新鲜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2024年锦江区上下同心、顽强拼搏、努力奋斗取得的扎实成绩；部署2025年全区重
点工作，规划出一张科学高效、满载希冀的“施工图”。

新的一年，锦江区将深入落实四川省“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聚焦成都市“三中心一基地”核心功
能，紧紧围绕“品位锦江·幸福城区”总体目标，重点聚焦“八个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激发投资动力、挖掘消费潜
力、释放市场活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贡献更多锦江力量。

回首过去的一年，锦江区奋进足音
铿锵——

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锦江经开区
高位谋划推进，落地全国首个鸿蒙生态产
业园、西部首个鸿蒙生态创新中心、西部首
个智能网联研究院，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
建全省首个边缘智能实验室，打造类脑智
能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春熙路时
尚活力区保持领先态势，新引进各类首店
230家，商圈品牌聚集度、旗舰店数量稳居

西部地区首位。
改革开放合作全面深化。新一轮机构

改革顺利完成，依托“锦彩企成”推动惠企政
策“免申即享”；建成全省首个离境退税特色
街区和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统筹推
进与重庆市渝中区等地合作走深走实，与重
庆市渝中区打造“宜商锦渝”营商环境品牌、
连续3年发布“成渝双城核心商圈指数”。

幸福美好生活可感可及。优化升级
“锦江就业超市”服务体系，获评“全国县域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创建首批“全国医
养结合示范区”；深化“智慧锦江+微网实
格”线上线下联动治理，“福顺里”老旧小区
改造获评“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
奖”，枫树社区完整社区建设作为典型案例
在全国推广。

2024 年，活力无限的锦江区，“稳”的
基础有效延续、“进”的力量持续积聚、“好”
的因素逐步积累，锦江区正沿着高质量发
展航道笃定向前。

【展望·2025年】 2025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既要确保“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也要
为“十五五”规划蓄势。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答卷·2024年】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实现增速5.6%左右；在2024年赛迪百强区中位列全国第60位，较2023年
前进3位、连续四年排名进位……一组实打实的数据折射出锦江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与韧性。

新春将至，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
的“China travel”风持续强劲。不少东
南亚游客趁着新年假期来成都度假，
成为近期成都入境游的主力客源。人
们发现：走在成都的街头，东南亚游客
多了起来。从在海外举行入境游推介
到增加入境游便利化等措施和产品
……成都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火
力全开”的入境游推广更为东南亚游
客来蓉热潮再添一把火。

20万马来西亚游客入境成都

1 月 8 日下午 1 点，记者在 IFS 广

场遇到了乐道国旅泰语导游张导，他
正在为 20 余名东南亚旅客进行服
务。他告诉记者，自2024年8月以来，
他每个月接待4—5个入境团，一个团
游玩周期为 4—6 天。在去哪儿平台
发 布 的 外 国 旅 客 热 门 入 境 城 市
TOP10榜单中，成都是外国旅客入境
出行的TOP5热门目的地。据携程数
据显示，2024年1—11月，成都市累计
接待入境游客147.2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8%。入境外国游客为 101.1 万人
次，同比增长186%。其中，入境成都
旅客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马来
西亚、泰国、美国、越南、韩国。

在众多中国城市中，以马来西亚
为主力的东南亚游客对成都情有独
钟。据成都市文广旅局的数据显示，
2024年1月至11月，20万马来西亚游
客入境成都，堪称火爆。

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超570万

打卡双子塔、都江堰钟书阁当一
次文艺青年、去 IFS 大熊猫屁股底下
拍同框照……几乎成了“来蓉旅游”
类视频的走红模版。这也是成都吸
引境外游客纷至沓来的重要原因。
截至 2025 年 1 月 9 日，2025 年成都航
空口岸入境外国人达1.5万余人次，同
比增长了15%。

2024年，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多措并举，推动天府国际机场24小时
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过境免
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延长至240
小时等便民利企措施落地落实，共查
验出入境人员 570 余万人次，出入境
人员流量位居全国对外开放航空口
岸第四、中西部第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余力 吴雅婷

新年伊始，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
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
停留时间由原 72 小时和 144 小时均
延长为240小时，“China travel”风越

吹越劲。在成都街头，随处可以偶遇来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
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即日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将推出“当东南亚遇上成都”栏目，深度观察“China travel”背后的故事。

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63.8%
成都热力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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