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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型服务型机关述评

超，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不仅代表速度，
更展现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
指出要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
抓手，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此统揽四川现代化建设
全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强化工业
支撑是优先选项。重任在肩，催人奋进。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在着力推进新型服务型机关建
设中，重点做好“超”字文章，以超前思维、超强
力度、超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在“赶”中见速
度、在“超”上见成效。

要在“超”上做文章，必先系统谋划超前布
局。经济和信息化厅明确提出，紧盯产业、企业、
产品、项目、园区、技术和要素，以重大改革、重
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政策来突破重点、带动
整体，推动全局。

为此，各处室纷纷行动起来，规划先行，做
好谋篇布局。电子信息处瞄准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提出守住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智能终端三大产业基本盘面，力争到 2025

年整体产业实现倍增、2027年三大产业实现翻
番，着力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处超前布局新赛道，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积极建设成都市量子保密通信城域网并开通服
务，完成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成渝
干线”建设，覆盖成渝双城经济圈重要区域，推
动量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依托电子科
技大学、中科院光电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等院所平台，聚焦光电集成、激光精密制造、
光子生物医疗、高性能光器件等重点领域，积极
引育龙头企业，超前布局先进光子产业。

精准靶向超常施策。吃准上情、摸准下情，
深入到基层和生产一线摸清问题、把准实情，抓
两头，带中间，下深水，切实做到政策落实、项目
落地、工作落细。

2022年，受到疫情、缺芯、高温等多重不利
因素反复冲击，全省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受到较
大影响。汽车产业处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出台针
对性支持政策，组建稳链保链专班，打通产业链
供应链，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川渝
合作，全力确保汽车产业稳增长。当年 1—10
月，全省生产汽车90.3万辆（含一汽大众31.2万
辆），按统计口径同比增长16.8%。其中，生产新

能源汽车5.9万辆，同比增长78.8%。全省生产动
力电池产量68.6GWh，为2021年总产量的4倍；
产值达614.8亿元，是2021年的8.3倍，成为全省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对表目标超越突破。年初亮目标，年中亮工
作，年末亮成绩。为圆满落实目标绩效管理，农
产品加工处、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产业园区
处、汽车处等处室在“超”的步伐上加快发力，抓
好全处作风转变、效能提升。

农产品加工处立足全省农产品加工引领者
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树牢“大食物观”，站高望
远、调配资源，组建行业专家委员会，开展前瞻
性研究，推动完善相关行业标准，提前谋划生物
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从“食物链”
向“生物链”拓展，抢占发展先机。力争到 2027
年底，全省食品工业营收在2021年8500亿元的
基础上提质倍增，继续名列全国前茅，以实际行
动服务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和乡村振兴国家
战略。

产业园区处以推动产业园区特色化、专业
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为重要目标，以建强产
业支撑平台和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主要抓
手，坚持自我突破和自我赶超，促进工作不断推
陈出新、破局前行。截至目前，共成功推动成渝

地区电子信息、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成德高端
能源装备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世界
级集群重点培育名单，数量居西部第1。并会同
财政厅建立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园区“赛马”
机制，成功遴选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0个产
业园区，成为我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园区
培育对象。

“守为民之责，行为民之举。”
2022年，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处按照工作

计划，在推进工业领域节能节水降碳、加强工业
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实施工业污染防治攻坚等
方面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俯下身子纾困解难，进
一步优化和提升服务水平。全处团结一致、凝神
聚力，将节能降碳与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作为工
业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认真对标对表《四川省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2022年环境和
资源综合利用工作要点》，深入推进各项重点任
务，确保取得积极成效。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进百尺竿。
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和信息化厅将秉承守正

创新、勇毅前行的精神，上下一心，锁定目标，追
赶超越，争先进位，在“超”上下功夫，在“超”中求
突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为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加快“超”的步伐 新赛道上谋新格局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刘艳

子昂故里，诗酒射洪。
射洪，因境内有射江而得名，这个古老又颇

具浪漫气息的地方似乎天生就应该与诗酒为伴。
昔日，这里曾因一代文宗陈子昂和一句“悠

悠岁月酒，滴滴沱牌情”而扬名。今日，这里值得
骄傲的，更有蓬勃发展的锂电产业。

当下，锂电产业是全球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
方向，是四川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纷纷把发展锂电池、新能源作为贯彻国家“双
碳”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行动。四川是
水电大省，也是锂电产业大省，甚至已成为锂电产
业发展的“主战场”之一。如果画一张四川锂电产
业发展“热力图”，射洪，无疑是“高热区域”。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赋予遂宁“建设成渝中
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的发展定位，
而遂宁射洪市，也喊响了建设“锂电之都”核心区
的强音。

射洪作为“锂电之都”核心区，历经30多年的
发展，建成了全省唯一的锂电化工园区，建立了
中国首个锂电产业大数据平台，发布了中国锂电
（遂宁）指数，成立了15亿元规模的新能源产业基
金，规划建设的西部地区唯一的锂电产业专业化
人才培训基地锂电科技学院将在这个春天迎来
首批师生入住。

回望刚刚过去的2022年，射洪认真贯彻落实
“建设八区”统一行动部署，把锂电产业发展作为
“拼经济、搞建设”的重中之重，不遗余力提高产

业聚集强度、延伸产业链条长度。射洪锂电，声名
渐强，吸引许多锂电产业龙头企业相继到来。截
至目前，射洪建成了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天齐锂
业、盛屯集团、蜀道集团等龙头企业纷纷聚集，去
年锂电产业产值更是突破 320亿元，同比增长了
309%。

射洪锂电产业，发展迅猛。根源何在？前景如
何？新年伊始，带着对锂电产业的好奇与热情，记
者走进射洪，一观属于射洪的“锂电版图”，一探
射洪锂电在锂电产业的“江湖地位”。

关键词：看位势

同为锂电产业的高热区域，相比宜宾，射洪
怎么样？

“我们是2021年来的，当年2月一期项目5万
吨磷酸铁锂项目开工，9月投产，整个过程仅用了
8个月。”走进富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智敏在忙碌中抽出宝贵时间，向记者谈起了让
他引以为豪的“富临速度”。

刘智敏告诉记者，2021 年 9 月投产以后，富
临新能源又启动建设 6万吨磷酸铁锂二期项目，
到2022年9月又顺利投产。

速度就是金钱，就是效益。
“早一天投产，早一天收回成本，早一天见到

效益，射洪为实现‘富临速度’创造了良好条件，
选择射洪，没选错。”刘智敏坦言。

不止富临。作为 2023 年省级重点项目，射洪
市新晟海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正在加快向前
推进。该项目于 2022年 5月签约，同年 7月 20日
举行开工仪式，计划总投资18亿元，2023 年预计
投资 6.5 亿元。从签约到开工仅2个月，从开工到
建成试产仅 5个月，再次刷新了射洪锂电建设新
速度。

“富临速度”“新晟海速度”，仅仅是射洪锂电
产业发展风劲蹄疾的一个侧面。

而且，射洪锂电的迅猛发展，不仅在于速度
快，也在于集群规模巨大。

2022年12月2日，矿冶集团、蜀道集团与遂宁
市重大锂电产业投资项目签约，在射洪投资20万
吨/年三元正极材料。该项目涉及总投资约100亿
元，是射洪市有史以来产业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
射洪，县级市，在许多人的认知里，仍是“县”

的概念。然而走进射洪，这个“县”的工业经济的
规模与阵势，堪比一些地级市。

射洪县为何能聚集天齐锂业、盛新锂能、富
临精工、四川路桥等多家上市公司及锂电产业龙
头？能动辄就是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项目在此整
装待发，蓄力腾飞？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放眼于整个四川“锂
电江湖”。

在新能源这个巨大的风口上，四川，作为水
电和锂矿大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锂电池产业发

展的主战场。纵观这张锂电产业的“热力图”，遂
宁与宜宾，无疑是两个热度最高的区域。在宜宾，
多种有利因素交汇之下，科创板首家万亿市值企
业宁德时代入场，拓宽了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
的锂电版图。而遂宁，则是通过三十年积累耕耘，
造就了射洪这张锂电产业的“硬核名片”。

同是角逐“锂电江湖”，宜宾与遂宁的发展路
径有何不同？

四川射洪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
要从发展历程上谈。

看宜宾，宁德时代，如同一只“庞然巨兽”，威
名赫赫，一经引入，整个产业链条就被快速带活。
而射洪，则是经过漫长的等待，孕育出龙头——

“天齐锂业”。
看遂宁，天齐锂业，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

电池级碳酸锂供应商，掌控约1700万吨碳酸锂当
量的可开采锂资源，约占全球可开采锂资源的
20%，射洪是川渝唯一没有“锂”矿资源却掌控

“锂”的地区。
指针拨回 1992年，在射洪的城北，有一块在

河滩地上开工建设的国营射洪锂盐厂，这是当时
全国唯一的锂盐厂，射洪也因此早早与锂电结下

“不解之缘”。2004年，天齐集团入驻射洪锂盐厂，
抢占先机，龙头引领之下，大批锂电企业涌入射
洪，让射洪锂电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华丽转身。

再谈发展重心——射洪锂电，“向前看”的同

时更“向全看”。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对于宜宾，射洪已构

建“锂资源开发—锂电材料—电芯集成与电池制
造—终端应用—电池回收”产业链，锂电全生命
周期、全产业链条发展是射洪锂电产业的鲜明特
点。如今，射洪已拥有锂电相关产业企业35家、产
业项目50个。

如今，射洪锂电企业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
国内头部锂电企业建立起产品供应关系，产业影
响力逐步提升，呈现出高度融合、聚集发展的良
好态势。

“坐而论‘锂’，不知射洪，是不行的。”该负责
人玩笑说。

关键词：优环境

作为锂电产业的高热地带之一，锂电“龙头”
们在射洪发展，条件怎么样？

射洪，地处成渝“轴心”，四川盆地几何中心，
近年来迎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发展机遇
叠加，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2022年，射洪跻身全国百强县。此外，四川省
委赋予遂宁“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
锂电之都”发展定位，作为“锂电之都”核心区的
射洪，迎来了锂电产业加快发展的“机遇期”和加
速成势的“窗口期”。 （下转2版）

射洪：志存青云之志 逐梦千亿蓝图
——解码射洪锂电产业之梦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小星 廖振杰 张琳琪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 于文静 陈
冬书）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
一号文件1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全
文共九个部分，包括：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
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
制创新。

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

“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
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文件提出，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
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
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真抓实干做好2023年重
点工作，不折不扣完成好既定目标任务，推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农业强国建设开
好局起好步。

这列途经大凉山的“慢火车”焕新升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年将实施248个重大项目

新华社重庆 2月 13日电 （记者 赵宇飞）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日
前正式印发《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 年
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标志性重大项目 248
个、总投资 3.25 万亿元，2023 年计划投资 3395.3
亿元。

项目涵盖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
创新、文化旅游、生态屏障、对外开放、公共服
务七大重点领域。其中，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
施网络项目 90 个、总投资 2.38 万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2200.9 亿元；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项
目 81 个 、总 投 资 5862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804.5 亿元；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27 个、总投
资 671.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20.3 亿元；共建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项目 21 个、总投资 1052.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14.1 亿元；生态屏障建设项
目 13 个、总投资 340.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7
亿元。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2 年川渝
共推进实施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
目 160 个，远超 2021 年的 67 个，年度投资完成
率达 127%。

“慢火车变样了。”11日，四川凉山州民
族中学高二学生罗洪伍呷从喜德站一上
车，就发现自己乘坐的 5633 次慢火车有了
新变化。

这趟慢火车，罗洪伍呷已乘坐了 5 年。
当她被列车长王明剑带到 3号车厢时，看到
了两组书柜和两张整洁的书桌。罗洪伍呷把
行李箱放置妥当后，将课本放在课桌上，开
始聚精会神地学习起来。

为进一步提升成昆铁路公益性慢火车的
服务品质，特别是适应途经的大凉山腹地沿
线群众赶集、上学等多元化出行需求，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春节前夕对成昆铁
路5633/5634次公益性慢火车进行了改造升
级，并推出“彝乡情”服务品牌。此次改造升级
重点是提升车容环境，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打
造“学习车厢”“健康驿站车厢”“流动集市车
厢”“慢车牧歌车厢”等多功能车厢。

列车到达冕宁站时，阿子日杰和母亲各
背着一筐活鸡登上了慢火车，他们要去西昌
贩卖这些从乡亲们那里收来的鸡。阿子日杰
把两个背篓放置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处”，背
篓里约七八只鸡探着脑袋四处张望。

考虑到老成昆线沿线群众时常会携带
家禽家畜乘车，这趟慢火车专门腾出更多空
间供乘客放置大件行李，并将 14 号车厢改
造成了家禽家畜“专车”。

列车快行驶到西昌站时，坐在“流动集市
车厢”里的曲木阿依心满意足地数着手中的
钞票，她一大早采摘的新鲜香椿和折耳根还
没到站就已经卖完了。为了方便沿线群众在
慢火车上自由售卖商品，铁路部门特地将这
趟列车的 13 号车厢改造成了“流动集市车
厢”。“有了这个车厢，不用再去每个车厢走来

走去吆喝贩卖了，确实方便。”曲木阿依说。
2022年底，新成昆铁路全线开通运行。

时速160公里的“复兴号”驰骋在大凉山的土
地上，与时速40公里的慢火车“一快一慢”梦
幻“交响”，共同助力大凉山地区乡村振兴，承
载着沿途百姓的幸福与期望奔向远方。

（新华社记者 薛晨）

乘客将携带的农副产品、农机设备等物品放置在车厢内大件行李存放处。
新华社记者 薛晨 摄

9026米！西南油气田公司蓬深
6井刷新亚洲最深直井纪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唐千惠）2月13日，
记者从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获悉，该公司部
署在蓬莱气区探索灯影组的重点预探井——蓬
深6井，现已顺利完钻并成功固井，该井以9026
米的完钻井深，一举刷新亚洲最深直井纪录。

蓬深 6井位于绵阳市盐亭县境内，由中国
石油川庆钻探公司 90025 队承钻，采用国内先
进的 9000米全电动钻机。2021年 7月 5日正式
开钻至今，为更好探索8000米以深灯影组储层
发育情况及含气性，该井钻井深度由设计之初
的7990米，调整为9026米。

据了解，国际上一般把超过6000米的井定
义为超深井，9000米的井则为特深井。

1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2月 13日，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调查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
上涨2.3%，农村上涨2.3%；食品价格上涨5.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消费品价格上涨 2.6%，
服务价格上涨1.8%。

1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下降
转为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
0.6%；食品价格上涨2.0%，非食品价格上涨0.5%；
消费品价格上涨0.5%，服务价格上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