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
今年实施全域旅游八大行动

2016 年，四川经济总量迈上 3.2 万亿元的新台
阶。新的一年，四川有何目标？

报告指出，今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和9%，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3%，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5%，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今年，四川将继续推进“项目年”活动，扎实抓好
700个全省重点项目和1000个省级重点推进项目。
建成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力争成都经天府国际机场
至自贡铁路、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等项目开
工。同时，推进1000个重点签约项目落地。

作为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业一直备受关注。
四川将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实施全域旅游“示范引
领”、入境游“扩容增效”等八大行动。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

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
让“川字号”产品进千家万户

报告称，四川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
解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妥善处置“僵尸企业”。

在房地产市场，要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
线城市尤其是县城房地产库存问题，支持居民自住
需求，坚决遏制投机炒作。

完善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立健全失信企业黑
名单制度。弘扬工匠精神，开展品牌创建行动，让更
多“川字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还提及大力振兴实体经
济。四川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加快整合重组，
力争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均增长
10%以上。

同时，推动民营重点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关键词 全面创新改革

高新技术总产值力争破1.8万亿元
让草根能人迈入双创主战场

今年，是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第二年。
四川将继续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消除

军民融合体制障碍，突出“军转民”“民参军”双向转
化，加快创建成德绵军用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建成
绵阳科技城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

实施 150 个军民融合技改升级项目，启动实施
90项军工技术成果再研发转民用，打造一批军民融
合拳头产品。

有序推进356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三个
一百”重大科技创新行动，力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突破1.8万亿元。

在创新创业方面，支持川商、农民工返乡创业，
吸引更多科技人员、海外高层次人才、青年大学生、
草根能人迈入创新创业主战场。

关键词“三农”工作

新（改）建农村公路1万公里
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四川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林牧业重
点县建设，打造500个粮油绿色高效示范区和3个国
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做强做优川
菜、川茶、川果、川药、川猪等品牌，让更多四川绿色
农产品摆上国内外消费者的餐桌。同时，新（改）建
农村公路1万公里。

在农村改革方面，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和国有林场林区改革，推广农业职业经理人制度，
鼓励和规范工商资本下乡，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

为了拓展农民的增收空间，四川还要盘活农村
闲置房屋等资源资产，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探索融合
模式，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有活
干有钱赚。

报告明晰，四川将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努力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川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推动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政府
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格局。健全信用体系，加强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在风险防范方面，落实食品药品最严格的监管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全程追溯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制止违规违法
融资和担保行为。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据华西都市报）

关键词 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
未达标城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8%以上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四川等不起，慢不得。
今年，四川将强力推进“环境质量提升年”各项工作，狠抓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实施“减排、压煤、抑尘、治车、控秸”五大工
程。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重点整治工业企业偷排漏排
超排，确保全省未达标城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8%以上。

深入实施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抓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修复、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启动森林
草原湿地生态屏障重点县建设。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深
入实施长江廊道造林行动。完成营造林1000万亩以上。加快建
设大熊猫国家公园。

关键词 脱贫攻坚

实现16个贫困县摘帽
坚决防止数字脱贫、形式主义

今年是四川脱贫攻坚战的第二年，要确保实现16个贫困县
摘帽、3700个贫困村退出、105万贫困人口脱贫。加强产业扶持
和就业帮助，确保每个有条件的计划脱贫户至少发展1个增收
项目或实现1人就业。推进成阿、德阿、甘眉等飞地产业园区加
快发展。

实施贫困户危房改造13万户，落实农村低保标准线和国家
扶贫标准线“两线合一”，确保121万低保兜底对象全部脱贫。严
格执行贫困退出标准，坚决防止数字脱贫、形式主义、出现问题
必须严肃处理。

关键词 民生福祉

今年民生支出占比在65%以上
推动更多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

在民生改善方面，全省民生支出占比在65%以上，扎实推进
十项民生工程，办好20件民生实事。确保城镇新增就业80万
人，加快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做好省级机关及部分地区公务员职务
职级并行试点工作。

在社会事业发展，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改善办学条
件，逐步改变适龄人群入托入学难的状况。

启动实施“健康四川”规划，防治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深化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鼓励和规范社会办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逐步让群众方便就医，更好就医。

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加快足球体制改革。推动更多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放。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加强诚信建设
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四川加速奔跑，不仅经济总量继续攀升，还迎来自贸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成渝城市群等一系列重磅发
展红利。无论是产业、项目还是机遇，这一年必将载入四川的发展史册。

今年，四川如何赶超自己？1月16日，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省长尹力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勾勒出2017年四
川的发展轨迹。

报告中指出，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实施全域旅游八大行
动。同时，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问题，支持居民自住需求，坚决遏制投机炒作。在双创方面，支持川商、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更
多科技人员、海外高层次人才、青年大学生、草根能人迈入创新创业主战场。

在民生领域，全省今年的民生支出占比在65%以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逐步改变适龄人群入托入学难的状况。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鼓励和规范社会办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逐步让群众方便就医，更好就医。

关键词 统筹城乡

推进城市群互联互通
城市群内部打造“1小时经济圈”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四川要以城际轨道交
通和快速路网为重点，推进城市群互联互通，在城市
群内部打造“1小时经济圈”。

在五大经济区建设上，四川将推动成都平原经
济区协同发展，加快天府新区、天府国际机场空港产
业新城建设。推动川南经济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加快建设川渝滇
黔结合部区域经济中心。

推动川东北经济区全面对接落实国家促进川陕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化
工基地和特别农产品生产基地。而攀西经济区发展
以钒钛、稀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打造国家级战略资
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和全国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推
动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全域旅游和特色农牧业，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今年，四川将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加强县域经
济 50 强建设，打造一批工业、服务业、现代农业、
旅游经济、生态经济强县。支持符合条件的县撤
县设市。

关键词 扩大开放

新增落户世界500强企业10家以上
鼓励企业在自贸区设营运中心

今年，四川将继续扩大开放合作。深化川渝、川
浙、川粤合作，力争引进到位国内省外资金 9700 亿
元，新增落户世界500强企业10家以上。

同时，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发展金融总部商
务区、金融交易、金融后台和服务外包，打造功能齐
备、门类齐全、体系健全的要素市场体系。

按照中央对四川自贸区定位，四川要抓好起步
区建设，加快建设青白江铁路口岸和川南临港产业
园区，引导口岸服务、高端制造等产业向自贸区聚
集，鼓励企业在自贸区建立营运中心。努力实现24
小时通关。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要闻·州内新闻 责任编辑 泽央
组版 宋雪琴 2017年1月18日 星期三2

政府工作报告描绘2017年发展蓝图

四川GDP增长目标：7.5%
支持草根能人加入双创主战场

■周燕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折多山修隧道
建成前：70多公里的路程常常要花上两个多小时。
建成后：建设工期为5年。建成后开车将少走50公里以上山路，

或有骑行通道。

康定至新都桥建高速

计划2020年建成通车。全部建成后，成都至新都桥实现全高速。
“吓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再过五年，折多山将不再

背负此名。1月13日，记者从州交通运输局证实，国道318线康定折
多山隧道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省发改委批复，2017年，长约
8公里的国道318线折多山隧道将开建，建成后，按照设计时速，10分
钟就将穿越折多山，免去翻山之苦。

折多山隧道通车时，雅康高速已通车，届时，成都市民自驾前往
新都桥，正常情况下，4个多小时即可到。那时，如今正在建的海子山
隧道也已通车，加上之前已经通车的高尔寺山隧道、剪子弯隧道和脱
洛拉卡山隧道（理塘隧道），成都市民经国道318线自驾进藏，将少翻
五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

总投资14.79亿

春节即将来临，成都市民杨波准备带着女友自驾前往被誉为摄
影家天堂的新都桥。但道路是个问题，折多山的海拔超过四千米，他
心疼女友会遭遇高原反应，他期望着，折多山能有隧道。

好消息说来就来：记者近日获悉：国道318线康定折多山隧道公
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省发改委批复，该项目起于康定市折多
塘村道班沟沟口，顺接国道318线，跨折多河，设隧道穿越折多山，止
于新都桥镇塘泥坝村接国道318线。路线全长约9.94公里，其中新建
一座8155米的特长隧道，隧道两端接线长约1.79公里。全线采用二
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10米，采用
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建设工期为5年。

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局1月12日上网的
《国道318线康定折多山隧道公路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显示，
该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17年6月，项目总投资14.79亿元，平均每
公里造价超过1.48亿元。

自驾骑游更安全

根据设计时速显示，隧道通车后，市民自驾10分钟左右就可以穿
越折多山，将少走50公里以上的山路，节约1.5小时以上。“折多山
路段海拔高、道路窄、坡度陡，一到冬天，冰雪路和暗冰情况很严重，
机动车事故和骑行事故时有发生。”一位常年在折多山执勤的交警
说，未来折多山隧道修成后，路面情况将得到极大改善，行车安全系
数也将大大提升，事故发生率有望大幅下降。

好消息不止于此，记者从州交通部门了解到，康定至新都桥将修
建高速公路。

据州交通部门介绍，全长90余公里的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共
有两期：一期是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康定过境试验段，二期是70多
公里的榆林新区至新都桥段。项目估算总投资32亿元，计划2020年
建成通车。甘孜州交通部门相关人员介绍，“全部建成后，成都至新
都桥将实现全高速。”

延伸阅读

进藏少翻五座大山
节约10小时以上
折多山修建隧道、康定至新都桥将修建高速除了对甘孜州影响

巨大，对整个国道318线，也将带来不小的改变，对准备自驾川藏线的
驴友们，也将带来变化。

记者了解到，国道318线在四川段共有6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
山，分别为折多山（4298米）、高尔寺山（4412米）、剪子弯山（4659米）、
卡子拉山（4429米）、脱洛拉卡山（4500米以上）、海子山（4685米）。

截至目前，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和脱洛拉卡山的隧道已经通行，
海子山的隧道正在掘进之中，折多山隧道建设即将拉开帷幕，只有卡
子拉山尚无隧道。

据州交通运输局相关人员介绍，“隧道通车时，雅康高速已通车，
届时，成都市民自驾前往新都桥，正常情况下，4个多小时即可到。”

国道318线作为四川进藏大通道之一，折多山隧道通车时，海子
山隧道也已通车，加上之前已经通车的高尔寺山隧道、剪子弯隧道和
脱洛拉卡山隧道（理塘隧道），成都市民经国道318线自驾进藏，将少
翻五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节约10小时以上。

最美318国道不会消失
老路不废弃 移交当地政府
网上也有不少网友担忧，“国道318线将有巨大改变，曾经的许多

风景可能将不复存在！”对此，记者了解到，高尔寺山、剪子弯山、脱洛
拉卡山三座山上新修建的道路和隧道等，以后就属于国道318线的国
省干线，而原来的老路将会移交给当地政府进行管理，作为备用道继
续养护，但不会废弃，自驾游、骑行车友观看风景基本没多大变化。

此外，记者还从康定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即便是国道318线折
多山隧道建成后，也会保留原有老路，隧道内还可能预留骑行通道。

本报讯（县政府）为进一
步做好今冬明春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丹巴县高度重视，常
抓不懈，强化措施，切实把各
项防火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该县按照州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会议精神，就全力做
好今冬明春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做了全面安排部署。去年
以来，该县15个乡镇181个自
然村共增聘 266 名巡山管护
员，落实各类防火工作经费
158.36万元，确保林区管护无
死角，工作经费有保障。同

时，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
灭”方针加强防火宣传，并按
照《四川省森林资源防火责
任制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

“十包干”“五负责”的防火责
任制，加强毗邻地域联防，定
期召开联防会议，签订联防
责任书，建立各级森林防火
联络组织，建立巡山管护员
考核机制，进一步落实管护
员管护责任。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对林区违法用火
行为监管和惩处力度，使全
县上下形成了“森林防火，人
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县政府）为做好冬春季节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
森林资源安全，炉霍县加力开展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

该县按照省州相关要求，就做好今春特
别是春节和藏历新年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作
了专题研究部署，从上到下织密了森林防火
网。同时，深入基层林场、林区沟道以及林业
检查站督查生态护林员巡山情况，要求生态
护林员根据远近每月至少2-3次向所属林场
和县林业工作站报告巡山情况。该县还专门
到县森林消防专业扑火队驻地检查备战驻训
情况并看望慰问备勤队员，希望专业扑火队
员们继续保持优良作风，振作精神、鼓舞斗
志，为切实保障森林资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折多山隧道年内开建
10分钟穿越

炉霍县

为进一步帮助贫困群众
提高果树种植技术，深入推
进精准扶贫科技培训工作，1
月 9 日，乡城县农牧和科技
局在全县 12 个乡（镇）发放
苹果、桃子、李子树苗共计7
万余株，并组织30余名技术
人员分组到青德、青麦、香巴
拉等乡（镇），深入果园为农
民进行果树栽培技术指导，
手把手传授果树种植、施肥
等技术，受到贫困群众热烈
欢迎和广泛好评。
（薛燕 吴远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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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胜于救灾 防火重于造林

我州各地筑牢冬季森林防火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