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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3日下午，四川省十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十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选举办法，听取了四
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关于《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修正草
案）》的说明、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应到代表 880名，出席会
议的代表 849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晓晖，
本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祝春秀、田
晓蔚、宋开慧、唐经天、王华蓉、李为
国、舒大春、龙伟、张宜刚、杨叶灵、
贾卿、毛熠、曾文忠及大会主席团成
员在主席台就座。祝春秀主持会议。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省
政协主席田向利，省委副书记、成都
市委书记施小琳出席会议。

受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托，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雁飞作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2023年是四
川省十四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

职的第一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
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深入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保
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着
力提高立法质效，以高水平法治供给
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年共审议省
级地方性法规 25 件，审查批准市
（州）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单
行条例 45件；聚焦中心大局和民生
关切，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听取审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
作报告 31个、执法检查报告 6个，组
织开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 3次；
深化拓展代表工作，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四
个机关”要求，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全面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纪
律和制度建设，不断巩固提升常委会
自身建设水平。

关于 2024 年的工作，王雁飞
说，将围绕扎实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统
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切
实加强自身建设，稳中求进推动新
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受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托，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琳作关于《四
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说明
指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立法条例》是规范四川省
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维护社会主
义法治统一的基础性法规，修改立
法条例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
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
贯彻执行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的客观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
治省，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四川的重要举措；是总结改
革和法治关系实践经验，坚持在法
治下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的现实需要。省委高度重视立法条
例修改工作，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
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立法法以后，省
人大常委会赓即组织研究、作出安
排，通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组织省人大代表研读讨论等，形成
了提请会议审议的修正草案。修正
草案主要完善了七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完善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地
方立法的原则、立法规划和立法计
划的编制程序、省人民代表大会立
法程序、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省
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制以及地方
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
江在报告法院工作时说，一年来全
省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
题，按照“实质化运行、优质化提升”
工作思路，做实做优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努力以审判工作现代化
支撑和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省
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89.48万件，
审、执结 173.32万件。其中，省法院
受理案件 2.83 万件，审、执结 2.60
万件。2024年，全省法院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锚定“川法特色、全省权
威、全国领先”目标，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坚持树优司法理念，赋能高水
平安全；树优能动司法，赋能高质量
发展；树优司法供给，赋能高效能治
理；树优司法改革，赋能高标准管
理；树优队伍建设，赋能高素质铁
军，助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四川新局面。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王麟向大会作报告时说，四川检察
机关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一体
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
大检察”和检察侦查工作，全年共办
理各类案件 22.71万件。一年来，全
省检察机关坚持为大局服务，能动

护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服
务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平等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持续筑牢长江黄
河上游生态法治屏障。坚持为人民
司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司法领
域的难点堵点问题，突出惩治电信
网络诈骗、欺老骗老、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帮助川籍农民工追讨欠薪
5800余万元，向因案困难群众发放
救助金 3200余万元。2024年，全省
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全
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
围绕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
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更加有力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
当，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更好服务保
障四川现代化建设。

出席四川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的政协委员列席会议并听取“两
院”报告。
（四川在线记者 刘佳 张庭铭

蒋京洲）

□李露平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去仟坤水街、安国里特色商业街打
卡吃美食；去仟坤悦街、中心广场、大学
城等商圈逛街购物；去九龙山———麓棠
山旅游区、孝德镇年画村和年俗村景区
游乐休憩……如今的四川绵竹，消费业
态多元化，消费场景个性化，不断凸显
服务业点燃经济发展的“强引擎”效应。

2023年，绵竹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5%以上，较 2022 年同期分别提高 4
和 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呈现加速恢复
态势。

迈上新征程，绵竹如何续写第三产
业发展新篇章？绵竹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加快构建丰富多元的服务业体
系，不断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改善性消
费需求。清晰的定位，奏响了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的“春之声”。

振兴品牌
促进“老字号”实现可持续发展

走进东圣酒业酿酒车间，一排排窖
池整齐排列，工人们挥动着手中的铁楸，
忙着拌糟、上甑、收糟。蒸腾的雾气中，粮
食发酵蒸馏后特有的醇香弥漫在整个车
间。

从最初进入酿酒行业的家庭作坊，
到如今绵竹白酒企业中的佼佼者，40余
年来，东圣酒业坚持匠心酿造，坚守品质
之正，坚定品牌之路，在绵竹白酒产区中

扮演着骨干企业的重要角色，也为中小
企业走品牌化道路提供了“东圣经验”。
2023年，该公司上榜商务部公示的新一
批中华老字号名单，成为绵竹市继剑南
春酒集团公司之后第二家获此称号的企
业。
“我们坚持在品质的基础上讲好品

牌故事，除了线下市场持续渗透外，还通
过多元电商渠道和平台资源，培育品牌
忠实粉丝，建立起品牌信任与黏性，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东圣酒业副总经理钟
刚表示，新一年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企业
将以绵竹“两会”精神为引领，充分发挥
老字号在恢复和扩大消费、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继
续推进生产技术、质量、管理、营销等方
面高效提升，建立多渠道支持员工创新
创业发展平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
绵竹白酒产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印记”。
近年来，绵竹市在振兴“老字号”品牌建
设、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中不断
完善品牌竞争优势，通过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挖掘老字号文化和独特技艺，加大
品牌培育、推广和保护力度，并积极组织
“老字号”企业参加全国各类区域性产品
展销、展洽活动，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同
时，积极引导“老字号”企业顺应消费需
求新变化和“互联网+”新趋势，促进“老
字号”特色经济创新发展，使绵竹“老字
号”企业“老树发新芽”，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

开拓农村市场
乡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果蔬、肉蛋、零食、日用品、小家电
……在位于汉旺镇的乐易隆生活超市
里，商品琳琅满目，摆放得井然有序，米
面粮油、蔬菜水果、奶制品等生活必需品
量足价稳、应有尽有。“这个超市一点不
比城里的超市小，食品、日用品、小家电
都有，大部分都是知名品牌，价格也合
理。我骑电动车几分钟就到，购物十分方
便。”村民殷代彦说。

几年前，汉旺镇场镇上分布着一些
小型超市，不仅商品种类少，能够选购的
品牌也很少，村民想要买大件、高端商
品，实现“一站式”购物只能去绵竹城区
的购物超市。随着乐易隆生活超市的入
驻，当地老百姓的购物方式和购物体验
得到了极大改善。
“乐易隆生活超市有限公司自 2020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开拓农村市场，
为农村老百姓提供一站式、便利的购物

环境。”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
过四年发展，公司已分别在汉旺镇、新市
镇、麓棠镇、玉泉镇等镇（街道）运营 6家
门店，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安全、便利、舒
适、实惠的购物场所。同时，还提供了
150余个就业岗位。

乡村消费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国计。绵竹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鼓
励商贸企业向农村地区延伸服务网络。
眼下，绵竹市越来越多的商贸企业将目
光转向农村地区，让村民“能消费”“愿消
费”“敢消费”，不断释放乡村消费巨大潜
力，成为乡村发展良性循环的“催化
剂”。
“新动能”激发“新活力”。绵竹市将

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为契机，把握
“扩内需、促消费”的总体要求，通过修订
完善《服务业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抓好规上商贸服务业企业培育、大力开
展市场和消费促进活动等有力举措，推
动实施一批商贸流通重点项目，着力打
造一系列消费新场景，不断打开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窗口”，朝着新时代奔
腾前进。

四川绵竹：

“服务”提质 让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

四川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王晓晖黄强田向利施小琳出席

听取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
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李艳）记者近日从成都
海关获悉，2023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9574.9亿元，规模位列全国第八。其
中，出口 6033.9亿元，进口 3541亿元。
外贸展现较强韧性，进出口规模逐

季抬升。去年一季度，进出口规模为
2240.6亿元，此后向好趋势明显，特别是
进入四季度以来，单月规模连续刷新年
内月度高点，推动四季度进出口 2767.4
亿元，为季度的历史次高点，在 2022 年
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 1.8%的同比正
增长，回升态势显著。

一般贸易、新业态快速增长，贸易结
构有所优化。去年四川省一般贸易进出
口 3754.5亿元，同比增长 18.8%，占同期
四川进出口总值的 39.2%，比重较上年提
升 7.5个百分点。同期，市场采购出口
365 亿元，同比增长 14.8%；对外承包工
程出口 41.1亿元，同比增长 42.4%。
新兴市场开拓力度加大，东盟成为

四川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四川对东盟
进出口 1796.6亿元，占同期四川进出口
总值的 18.8%；对俄罗斯进出口 268.5亿
元，同比增长 54.5%；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 4154亿元，同比增长 10.3%；
对非洲进出口 426.4 亿元，同比增长
68.9%。

外贸主体队伍不断扩容，民营企业
活力持续显现。2023年，四川有进出口实
绩的企业达 8250 家，较上年增加 901
家。其中，民营企业 7328家，合计进出口
4381.1亿元，同比增长 25.1%；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 4471.2亿元，占 46.7%；国有
企业进出口 720.4亿元，占 7.5%。

部分城市外贸竞争力提升，区域发
展更趋均衡。2023年，宜宾、遂宁、雅安等
城市凭借电子信息产业、锂电产业的发
展，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分别进出口
364.2亿元、108.9亿元、72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15.5%、41%、34.9%，规模均创历
史新高。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推动下，四川外贸新支撑力量正在形成，
全年 18 个市州外贸实现两位数及以上
的快速增长。

外贸新动能加速汇聚，部分商品出
口规模全国领先。2023年，四川分别出口
碳酸锂、氢氧化锂、锂镍钴锰氧化物 19.4
亿元、110.9亿元、56.4亿元，分列全国第
一、第二、第三位。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
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
口 161.8 亿元，同比增长 46.7%，推动四
川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2023年，四川消费品进口 130.4亿
元，同比增长 26%，已连续 9个月保持两
位数及以上的增长。四川大宗商品进口
保持增长，锂矿砂进口 378.9亿元，同比
增长 63%，进口规模位列全国第一；煤进
口 51.1亿元，同比增长 41.1%；铁矿砂进
口 38.4亿元，同比增长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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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玉明李泉蓉本报记者魏彪

近日，四川省大数据中心印发关于
公布四川省首批“互联网+政务服务”示
范县名单的通知精神，并经检查组根据
指标达成、系统提数、资料评估，现场核
查、创新案例等评审环节，广元市苍溪县
在全省 21个市州申报的 36个区县中脱
颖而出，被评为四川省首批 15个“互联
网+政务服务”示范县之一，苍溪同时也
是广元市唯一上榜县区。

一窗通办、一网通办、苍政钉、梨即
登、智慧政务掌上办、如家税务自助办
……苍溪县持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
务”模式，全面推动数字政务建设，依托
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苍通办”，以数

字赋能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增值化政务
场景应用，推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县政务服务能力持
续提升，快办、易办、好办的“基层政务服
务圈”全面形成。

建强队伍建设“云端口”

搭乘余杭———苍溪东西部协作快
车，“苍政钉”通过多端消息同步和移动
办公等优势搭建“1+31+n”三级便民服
务体系。建立园区政务服务中心，按照
“1+4”即：“专窗+专员+专项+平台”集成
架构，增设数字人才驿站，梳理人才及家
属在落户、子女入学、健康医疗、住房、补

贴兑现等方面服务场景，服务园区特色
产业、工业项目及入驻电商企业。组建服
务企业“钉钉群”，836人在线会商研究
及联动审批，园区入驻电商 20余家，提
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

推送项目服务“云套餐”

苍溪县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
围绕“应减尽减+快审快批+专人核查”
极简审批流程，设置线上审批专员开展
数字审图，实行水电气信“一站式”联合
报装，整合政务服务平台“我要办企业”
“我要上项目”“我要领补贴”20 个涉企
场景服务 150家企业。截至目前，投资项

目审批 50 个、投资 120.127 亿元，为企
业减负降费 2.4亿元。

赋能政务增值“云共富”

以“亲清在线服务直通车”引导优
势产业向园区抱团式发展，解决影响
企业发展难点 150 余个。组建服务企
业政企交流群，采取“部门联合+事项
联办+服务联动”方式，提供“线上+线
下”问办一体、免费邮寄等服务。截至
目前，解决 100 余家企业“最多跑一
次”问题，培育电商企业 141 家，新增
创业网商 400 余人，促进苍溪红心猕
猴桃品牌价值达 80.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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