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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立足西部特點 開拓科學發展之路

這幾年，在以劉奇葆為書記的中共四川省委堅強領
導下，經過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四川牢牢

把握科學發展主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踐，攻
堅克難，高位求進，加快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創造
了大災之後加快發展的奇蹟：2007年到2011年間，全省
經濟總量4年翻了一番突破2萬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
3年翻了一番，去年突破2000億元；結構調整加快推
進，工業集中度提高到64%；西部綜合交通樞紐建設取
得重大進展，正在從全國路網的「西部終端」變為「西
部中樞」，高速公路和鐵路的通車、在建里程雙雙突破
6000公里；實施「再造一個都江堰灌區」工程，一批灌
溉面積100萬畝甚至300萬畝以上的特大水利工程開工建
設；實施「兩化」互動、統籌城鄉總體戰略，一大批重
點園區、重點產業和產業集群正在崛起，統籌城鄉綜合
配套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天府新區開工建設，開闢了
城市和產業發展的新空間；開放合作成為新亮點，承接
產業轉移實現重大突破，對外經貿實現重大跨越；十大
民生工程成效顯著。
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本報記者對劉奇葆進行

了專訪。劉奇葆在回顧四川這幾年發展歷程後說，四川
的發展不但有「量」的擴張，而且有「質」的提升，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四川實踐，開啟了四川科學發展
的新篇章，走出了一條具有西部特點的科學發展之路。

發展型重建再生性跨越
—災區巨變脫胎換骨

四川把災後重建作為全省中心工作，用3年時間全面完
成了災後重建規劃任務。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全
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到2011年9月，即國務院汶川地震
災後重建規劃下達3周年之際，四川省災後恢復重建已經
勝利完成。提前1年成功解決了540多萬戶、1200多萬名
城鄉居民的住房修建問題；妥善解決了20萬名失地農民
異地安置問題，幫助170多萬名受災群眾實現就業，動態
消除了「零就業」家庭；高度重視因災特殊困難群體的
生活問題，從政策、制度和工作上給予了幫扶和救助；

在142個受災縣高標準、高質量地維修加固和重建了各類
學校8283所、醫療衛生機構2292個，新建了一批功能完
善的社會福利院、社區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完成了
2334處重大地質災害治理，整理復墾了200多萬畝災毀土
地，恢復了林草植被近450萬畝等。災區基本生活條件和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全面超過災前水平。
劉奇葆對本報記者說：重建後的地震災區可謂發生了

脫胎換骨巨大變化，這是因為在災後重建工作中，我們
堅持發展型重建理念，推動災區產業發展實現再生性跨
越。把災區產業恢復發展與優化經濟佈局、轉變發展方
式結合起來，與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結合起來，與產業優化升級結合起來，推動一批重
點企業技術升級、產能擴張，抓住援建機遇建設合作園
區，引進了一批重大產業項目和優勢企業，淘汰了一批
落後產能，改變了過去災區產業「小、散、亂」的狀
況，一些現代產業在災區迅速興起。依托災區優勢資源
發展了一批特色產業，災區正在成為現代農業、生態農
業、綠色經濟的示範區。旅遊業快速恢復振興，地震遺
址旅遊、鄉村旅遊在災區蓬勃興起。產業的快速恢復和
發展振興，為災區當前和長遠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結構優化擴增量充分開放享機遇
—打造西部產業轉移與投資首選平台

四川在經濟發展中堅持調存量與擴增量並舉，在擴增量
中調結構，以引進高端現代產業加速轉型升級，實現了結
構優化升級，經濟快速發展。全省經濟出現了一些轉折
性、躍升性的變化：全省工業增速連續保持在全國前列，
工業大省的地位進一步確立；特色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
產業加快發展，傳統產業比重偏高的經濟結構正在改變；
地方公共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長期的「吃飯
財政」正在實現向「發展財政」的歷史性轉變。
劉奇葆告訴本報記者，四川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得益於抓住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等重大機遇，實施充分開
放合作戰略，主動有為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通過引進
重大高端現代產業助推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把四川打造

成為西部承接產業轉移與投資的首選地和
示範平台。我們把招商引資與重大產業發
展緊密結合，有針對性地招大引強，帶動
配套企業跟進，促進相關產業崛起。這幾
年，集中引進了聯想、戴爾、德州儀器、
富士康、仁寶等全球知名電子信息產業品
牌商和製造商，成功引進了一汽大眾、德
國大眾、韓國現代、吉利沃爾沃等一批品
牌汽車企業。通過高點起步、高端切入，
電子信息、汽車製造、油氣化工、新能源
等一批現代產業迅速崛起，全省產業結構
不斷上檔升級。同時，我們積極推動多層
次區域合作，用好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等
開放平台，在更廣領域分享發展機遇，主
動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催生了
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

開放合作成為四川發展的突出亮點。承接產業轉移實
現重大突破，2011年引進外資突破110億美元，引進國
內省外直接投資突破7000億元。對外經貿實現重大跨
越，進出口總額連續3年跨越1個百億美元台階，出口躋
身全國十強。今年上半年，在全球經濟復甦疲軟，國內
經濟增幅趨緩，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大環境下，四川省
累計實現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280.9億美元，外貿規模
居中西部之首，同比增長44.6%，其中出口總值為188.1
億美元，增長74.7%。全省進出口總額、出口總值兩項
指標增速分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36.6和65.5個百分點。

實施科教興川戰略建設創新型四川
—推動經濟發展驅動全新轉變

四川把發展新興產業作為新階段推進工業化的一個高

端切入點，成立產業基金扶持優勢產業，重點支持新一

代信息技術、新能源、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節能環

保、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促進科技與經濟緊

密結合為核心，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資源整

合，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把科技成果轉化作

為科技工作的重點工程，實施1500個轉化項目，力爭在

「十二五」期間帶動實現產值12000億元。創新科技投入

機制，設立風險投資補助資金，推進成都高新區、綿陽

市首批「國家促進科技與金融結合試點城市」建設。積

極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產業

和產品高端化，提

高產業發展的質量

和水平。實施天府

科技英才計劃、四

川百人計劃，依托

各類創新基金、各

類科技計劃項目、

重點實驗室，引進

和造就了一批科技

創新和成果轉化的

領軍人才。

劉奇葆對本報記

者說，我們堅持實

施科教興川戰略，

旨在推動經濟發展

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轉變，這就必須把科教興川和創新

型四川建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促進科技優勢向

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轉變。

兩化互動發展科學全面統籌
—釋放經濟發展巨大內生動力

四川目前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雙加快」時期，為此
省委提出堅持以工業強省為主導，把加快新型工業化新
型城鎮化作為四川發展的戰略任務，堅持新型工業化新
型城鎮化互動發展，努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努力釋放經

濟發展的巨大內生動力。
劉奇葆向本報記者介紹了四川在推進「兩化」互動發

展方面的諸多實踐舉措：做到時間上同步演進，空間上
產城一體，佈局上功能分區，產業上三產融合。加強規
劃統籌，推行產業發展規劃、城鎮總體規劃、交通發展
規劃等「多規銜接」。按照「產城一體」的要求，加強
產城統籌，把產業園區作為「兩化」互動發展、產城融
合的重要結合點和有效突破點，把園區建設成為產業新
城和城市新區。優化區域發展佈局，加快培育區域性中
心城市和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
川東北城市群「四大城市群」，認真實施成渝經濟區區
域規劃。在堅持以工業強省為主導的同時，不放鬆農業
生產，堅持做好現代農業發展這篇大文章，鞏固四川作
為全國重要農產品生產基地的地位，產村融合、成片推
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和農業
現代化。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堅持因地制宜、
分類指導，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加強生態環境建
設和保護，建設長江上游生態屏障。

建設民生政府 發展民生經濟
—十項民生工程成果顯著

四川省2008年以來堅持實施「十項民生工程」，一大批
涉及群眾就業、子女入學、看病就醫、百姓安居、道路
暢通、環境治理、社會保障等民生難題得到妥善解決和

明顯改善。在藏區實施「三大民生
工程」，規劃建設1409個牧民新
村，建設定居房近10萬戶；「9+3」
免費教育計劃累計培養藏區學生近
3萬名。在彝區完成「三房」改造
的基礎上，又啟動實施「彝家新寨
工程」。推進高原藏區、秦巴山
區、烏蒙山區和大小涼山彝區等
「四大片區」連片扶貧開發，貧困
地區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加強
社會管理創新和新形勢下群眾工
作，在全國率先探索構建「大調解」
工作體系，積極化解各類矛盾糾
紛，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保持
了全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群眾收

入不斷提高，與全國的差距明顯縮小。
劉奇葆深情地對本報記者說：以人為本、執政為民，

只要把群眾的事情考慮好了，再大再難的事情都好辦。
這幾年，我們堅持民生優先，把民生做實，正確處理強
省與富民的關係，儘管地震造成上千萬人受災，但災區
沒有出現社會動盪。在四川省第十次黨代會上，我們又
進一步提出建設民生政府、發展民生經濟，把保障改善
民生作為發展的動力和目的，突出解決群眾最關心、最
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地為各族人民謀福祉，
加快建設全面小康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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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奇葆

■2011年1月31日，劉奇葆與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鎮群眾

一起慶祝喬遷新居。

■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左二）調研宜賓港

2007年12月，中共十七大落幕不久，劉奇葆即赴川主政，迄今已近五年。

這幾年，是四川發展歷程中及其艱難而又不平凡的時期：前所未有的特大地震和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國際金融危機的嚴

重衝擊，今年以來經濟下行的壓力等等，可謂難關重重，挑戰空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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