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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王春艳 记者 侯云
春 严易程）8月 9日，记者从宜宾市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百千工程”动员大会上获悉，从今年起，
宜宾将用三年时间，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百
村示范、千村达标”工程（以下简称“百千工
程”），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100个、达标村1000
个，全面推进美丽宜宾乡村建设，打造四川省乡
村振兴示范标杆。

按照计划，2022 年宜宾市建成示范村 40
个、达标村 200个；2023年建成示范村 30个、达
标村 400 个；2024 年建成示范村 30 个、达标村
400个。为保证建设质量，“百千工程”遵循规划
先行、先易后难、注重保护、群众主体、统筹推进

的基本原则，整合资源要素，动员各方力量，建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根据部署，示范村和达标村建设有八大主
要任务，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科学编制村庄规
划、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加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能力、培育良好乡风民风、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其中，示范村重点是产业上结构要更优、融合度
要更高、体系要更完善、收入要更高，着力建设
充满烟火气息、乡愁记忆的高品质农房、高颜值
院落、高价值村落，形成既有特色更有韵味、既

有颜值更有内涵的村庄；达标村要着眼补齐农
民最急需、紧密相关的基础短板和公共服务，加
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寻觅乡
土根脉、保留乡土风貌、寻味乡土味道、挖掘乡
土故事上走出一条适合当地实际、具有特色的
路子。

为确保工作顺利高效推进，宜宾市各级各
部门组建了“百千工程”工作专班，建立定期会
商、调度、通报、暗访抽查等制度机制，分层分类
形成工作方案和“一村一方案”；全面建立市、县
领导和市、县部门全覆盖联系指导示范村、达标
村工作制度，明确一批市级国有企业、重点民营
企业定点联系示范村，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

息帮扶工作深入扎实、见到实效。
“‘百千工程’是宜宾市对‘建设什么样的乡

村、怎样建设乡村’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决断，是
乡村振兴战略在宜宾落地落实的主要载体和重
要抓手，是今后一段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和主要任务。”宜宾市“百
千工程”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像打赢脱贫攻坚战那
样，精准对标、科学施策、尽锐出战，确保“百千
工程”目标为民、结果惠民，吹响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新征程的进军号角，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
新篇章。

全面实行耕地年度“进出平衡”

四川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确保“良田粮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诗若 实习记
者 张恭浩楠）8 月 11 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召开 2022 年第 2 次新闻通气会，解读近日该
厅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
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实行耕地年度进
出平衡的通知》。该《通知》主要从严格落实永
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严格管控一般耕
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严格规范补充耕地管理、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强化保障
措施和监管考核等五方面着手，统筹协调做
好耕地用途管制，全面实行耕地年度“进出平
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不减少。

《通知》细化明确了耕地年度“进出平衡”总
体方案编报和审批流程，按照需求方申报，乡镇
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市
级人民政府组织审批，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
厅、省林草局备案等程序落实“进出平衡”。同时
要求 2022 年度“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应于 9 月
30日前报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和省林草局
备案。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明确，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确保“良田粮
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
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
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
设施。同时，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和补划
进行严格规定，明确非农业建设不得“未批
先建”，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要
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优化的原则，
在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上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任务。

《通知》还聚焦政策落地，细化耕地“进出平
衡”落实原则与流程。《通知》规定，按照“以进定
出”“先进后出”“进大于出”的原则落实耕地“进
出平衡”任务，确保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
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

上半年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136.12亿元

德阳市加速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 者 程 强
文/图）为进一步打响“安逸走四川·熊猫看
雅安”文旅品牌，助推雅安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8 月 11 日，“安逸走四川·熊猫看雅
安”三季度旅游产品暨“雅安旅游一卡通”
发布会在雅安碧峰峡景区熊猫广场召开。
现场发布了“安逸走四川·熊猫看雅安”雅
安第三季度文旅资源产品、《“雅安旅游一
卡通”惠民景区游倡议》，介绍了“雅安旅游
一卡通”相关情况。

此次发布的“雅安旅游一卡通”，售价
218 元，包含：碧峰峡野生动物世界、碧峰峡

生态峡谷景区（含熊猫基地）、蒙顶山旅游景
区、二郎山喇叭河旅游景区、硗碛藏族·神木
垒景区、达瓦更扎景区、龙苍沟叠翠溪景区、
蜂桶寨邓池沟景区、东拉山大峡谷景区、龙门
溶洞景区 10 家收费景区（点），门票总价值
692元。该卡通过微信小程序“雅安旅游一卡
通”购买，第一期针对雅安市民开放，持卡人
自成功激活之后起一年内（国庆 7天除外），
可每天入园已签约正常开放景区，每个景区
限 1天 1次。同时，若通过四川银行小程序购
买，还可抢专属的优惠券。

据悉，雅安还将推出雅安景区+酒店（民

宿）、+餐饮、+地方特产等不同版本的升级
卡；推出针对不同区域市场（例如，重庆等省
外市场和省内其他市、州）的定制卡，从而满
足不同区域、不同客群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活动力度空前，充分显示了雅安文旅行业满
满的诚意。

现场，雅安市委宣传部与四川航空文化
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借助四川航空官方微信订阅号、登机牌等线
上线下全媒体宣传渠道开展雅安美景美食、
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主题航班宣传策划和文
创产品设计制作等方面宣传推广。

宜宾：全力打造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7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同比保持稳步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戴小河 高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245.5万辆和242万辆，同比
增长 31.5%和 29.7%。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61.7万辆和59.3万辆，同比均增长120%。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在一系列政策
提振下，8月汽车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随
着9月汽车市场传统黄金消费季的到来，乘用车产
销量有望快速增长，为全年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 1457.1 万辆和 1447.7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
0.8%，销量同比下降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327.9万辆和319.4万辆，同比均增长120%。

避免重复申报和资助

科技部等三部门进一步加强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科技部
获悉，科技部、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
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在立项过程中要
建立联合审查机制，避免重复申报，确保科研人员
有充足时间投入研发工作。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各类国家科技计划组
织实施的衔接协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避免重复
申报和重复资助，增强创新链整体效能，全面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强化创新质量和贡献导向，各相关单位不以
承担科研项目和经费多少作为评价科研人员的标
准，推动项目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
合理界定联合审查范围，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
活力，营造潜心科研、拼搏创新的良好学术生态。

通知还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如“科研人员同期
申请和承担的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当年执行期满的项目（课题）不计入统计范围”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申请，按形式审查不通过
处理，不进入后续环节”等，坚持各类科技计划定
位，不断优化布局、加强衔接，避免重复部署，全面
提高国家科技计划资金的配置效率，提升财政科
技投入效能。

我省6城市入选国家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8月11日，记
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
局关于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
的通知》中获悉，我省有2个城市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名单，分别为成都市和绵阳
市；有4个城市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
市名单，分别是德阳市、泸州市、宜宾市、达州市。

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城市、
县域、园区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
的通知》要求，经地方申报推荐、材料审查、专家评
审等程序，该局确定了北京市海淀区等38个城市
(城区)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北京
市丰台区等72个城市(城区)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
建设试点城市，试点示范时限自 2022 年 7 月至
2025年6月。

日前，记者从德阳市区域协同发展局了解到，2022年上半年，德阳纳入成都都市圈建设2022年重大项目48个。其中，德阳天府数谷数字科创园等6个项目在
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前集中开工。

总体工作有序推进，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该市开工建设项目共计29个，上半年完成年度投资136.12亿元，完成率50.57%；纳入成都都市圈建
设2022年重大事项97个，发布成德眉资同城便捷生活行动计划（第二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5项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纳入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
调研会商重点工作16个。

“雅安旅游一卡通”上线

活动现场

加大同城化改革力度
●共受理成眉资跨区域“无差别”事
项1.3万余件

2022年上半年，德阳市全力推动天府大道科
创走廊建设，编制完成《天府大道科创走廊研究报
告》，初步形成德阳市天府大道科创走廊建设方
案，编制四重清单100项，其中重大项目32个，同
步积极争取将天府大道科创走廊建设纳入科技部
正在编制的《西部科学城建设方案（初稿）。

同城改革不断深入。聚力推进成德眉资同
城化综合试验区建设。目前已初步起草形成德
阳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 2022 年重点任务清单
以及《关于支持德阳凯州新城加快建设成德眉
资同城化综合试验区的意见》；不断优化都市圈
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市共受理成眉资跨区域

“无差别”事项1.3万余件。
在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同城化方面，截至

2022年 5月末，成都农交所德阳、眉山、资阳公
司累计完成各类农村产权交易达 113.84亿元，
成交项目 7906 宗，流转面积 92.21 万亩，其中，
德阳交易金额91.85亿元。

区域创新策源能力不断增强。加快推动成
德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积极推动出台科技
创新券互认互通政策。“科创通”德阳分平台稳
定运行，实现科技政策咨询、科技业务办理、科
技成果转化等一网通办。

此外，德阳牵头发起成立都市圈社会治理
联盟，携手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成德两市成
功实现高三“同步二诊”，有力推动学业监测同
标同步。

发力产业跨区域“建圈强链”
●德阳 500 家企业构建都市圈“头
部+配套”合作模式

成德同城，产业协同是关键。
德阳产业跨区域“建圈强链”不断加力。成

德同城化产业协同基金加快组建，与天府新区
共建的总部基地即将投入使用；一汽解放商用
车广汉基地项目及相关零部件配套项目加快建
设，目前拟入驻上下游配套企业 40余家；广汉
与新都区、西南石油大学打造全省首个跨市域
油气产业生态圈，宏华公司与成都 32家企业建
立配套合作关系；三环科技、亨通新材料在成都
设立总部研发基地，“头部+配套”“研发+制造”

“总部+基地”的合作模式加快构建；德阳物流
港陆港公用型保税仓成功获批，成都铁路口岸
德阳（黄许镇站）查验作业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工作正式启动；成功开行中缅国际测试班列
德阳三星堆号，1-6月，共开行国际班列 50列，
黄许镇站货运量 111.19万吨，同比增加 6.02%，
临港经济产业带加快建设。

构建都市圈“头部+配套”合作模式，成德眉
资4市共有1358家企业在都市圈内开展合作，其

中，德阳有500家，仅次于成都的619家；构建多
级协同资本市场，推动德眉资企业在天府（四川）
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截至目前，德阳累计挂
牌388家，眉山75家，资阳31家；德阳在5G基站
建设上，已累计建成3085个5G基站。

在产业协作方面，什邡市—金牛区共建金什
合作园区，联合引进总投资 50亿元的中航智无
人机总体研发生产项目。成德两市合作研发的氢
燃料电池公交车上线运行，积极促成都市圈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成德两市文旅集团开展深度合
作，成都旅投集团入股四川蜀人记乡村旅游有限
公司，正式“入局”三星堆研学板块；德阳产投集
团率先与成都重产基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
成成德产业协同发展基金组建方案。

在交界地带融合发展方面，成德眉资交界
地带第二批精品示范点 4个项目，涉及德阳的
有 3个，分别为青白江一广汉、彭州一什邡、金
堂一广汉交界地带精品示范点，其中，彭州市与
什邡市共建的中国（彭什）黄背木耳（食用菌）现
代农业产业园评分列第一。

加快区域协同进程
●年底通车后，广汉—青白江将实
现10分钟速达

重点区域协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德阳加
速打通彭什沿山路等“断头路”，完善经济区铁
路公交化运营网，增加城际通勤班列，缩短发车

间隔，优化发车时间。推进经济区内公共交通
“一卡通刷、一码通乘”2项已提前完成，其余37
项有序推进。

据了解，随着交通互联开放合作水平不断
提升，市域铁路 S11 线全线地勘任务已顺利完
成；G0511 线德阳至都江堰高速公路绵竹支线
延伸线主体工程已顺利完成；德遂高速中江段
正加速收尾施工，预计 9月底建成并投入试运
行；广汉与青白江区推进6条城市道路对接，其
中环璧南路青白江大桥主体结构完工，年底通
车后，广汉—青白江将实现10分钟速达。

便利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推动
公共服务均衡普惠，成都高校与德阳建立基础
教育校地合作项目 2个，成德共建各类教育联
盟 8个，学校结对增至 90 对；成德眉资 25 家医
院实现99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实施《成德眉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办法（暂行）》，上半年，完成四市医保关
系无障碍转移1417件；德阳11家社会化养老机
构累计收住成都中心城区户籍老人 903 人次，
成都已向德阳支付服务性位补贴 13余万元；成
德眉资 4市文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
举办都市圈文旅融合发展推介会，发布精品旅
游线路11条、文旅项目43个。

此外，推进公积金灵活缴存试点，德阳试点
政策已于 5月 8日正式印发实施，挖掘 25项探
索协同事项，已实现协同5项。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闫新宇

前7月四川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12.7%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 8月11日，
记者从成都海关获悉，今年前7月，四川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 5657.6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12.7%。
其中，出口3384.1亿元，增长17.3%；进口2273.5亿
元，增长6.4%。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八，增
速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前 7月，四川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特点有：6、7
月份增速明显回升。6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不断向好，供应链部分滞阻持续畅通，外贸
增速明显回升。6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5.8%，迅速
走出上月同比下降的负增长区间，7月同比增长
4.7%，环比增长4.4%，整体形势不断向好。

前 7 月，四川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1809.7
亿元，增长 53.7%，在外贸总值中的比重，较上年
同期提升 8.5个百分点，达到 32%，外贸内生动力
进一步增强。

外贸主体韧性足，民营企业表现强劲。前7月，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6161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06家，内生活力不断增强。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782.8亿元，增长 41.1%，占 31.5%，较去年同期提
升6.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对四川外贸的贡献率高
达81.4%，是推动四川外贸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前 7月，成都进出口 4768亿元，增长 8.2%，占
同期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84.3%，仍保持“领头
羊”地位。同时，宜宾、绵阳和德阳等市外贸韧性
强、潜力大，分别增长 49.4%、14.4%和 50.3%。宜宾
得益于动力电池产业的迅速发展，今年以来相关
产业外贸增长势头强劲，此外，部分市州外贸成倍
增长，广元、雅安和凉山增速分别高达 3.3倍、2.6
倍和2.1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