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产业
增强“造血”功能

“‘输血’不如‘造血’，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
的必由之路。”“产业不在多，而在精、在完整、在
有特色。如果每个贫困村能把一项特色产业发
展好，就能强有力支撑村集体经济。”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市委全
会讨论中，与会人员普遍形成共识，高质量打好
精准脱贫，必须把产业扶贫作为重要抓手，因地
制宜谋发展，延长产业链，源源不断“造血”，确
保贫困户持续增收。

“我们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实现贫困群众
参与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确保他们持续增
收的能力。”三台县委书记马辉表示：“我们近几
年来，构建‘3+2’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建基地、
搞加工、创品牌，创新金鸡代养、生猪‘1211’等
多种产业发展扶贫模式，既把扶贫产业做好，又
保障了贫困户增收致富。”

市住建局局长申泽说，“脱贫攻坚要高质量
发展，第一要有人。建议加大引进爱农村、懂农
业的人才。第二要发展产业，建议整合支农项
目、涉农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

市委全会提出，强力推进产业扶贫。全面落
实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促进精准脱贫政策，
开展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认证，加大以购助扶
力度。这些都说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扶贫移民局局长冯中兵
说，“凡是来自贫困地区群众的产品可以进入
超市，建议大家买贫困群众的农产品，把企
业、事业单位与贫困户、贫困村结成对子，激
励群众把东西送出来，我们卖出去，这样能激
发内生动力。”

靶向治疗
打通脱贫梗阻

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是脱贫攻坚工作的
核心所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业扶贫势
在必行，人社部门义不容辞。

在市人社局局长张斯恩看来，就业扶贫是
高质量打好精准脱贫战役、增强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全会提出强力推进
就业扶贫，就是将精准扶贫之“水”浇灌到贫困
之“根”上。

市委全会对就业扶贫指明了路径：加强贫
困群众技能培训，进一步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
就地就近转移贫困群众就业。

张斯恩表示，今年，人社系统确定全市家庭

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实现 1.2 万人。“我们将继
续组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者参加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对登记求职的贫困劳动者开展‘一对
一’就业指导服务，帮助他们掌握进城求职、生
活等常识，落实公益性岗位等一系列补贴。”张
斯恩说，“市委全会后，我们将根据所搜集县市
区情况，加强与财政等部门的协调，加强培训管
理，促进贫困劳动力技能提升，确保培训质量和
资金规范使用。”

市委全会还提出，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户危房改造和农村土坯房改造任务，优先
解决贫困户安全住房问题。

三台县县长吴明禹表示，三台以打造宜居
乡村建设为导引，着力推进以住房改造为主的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特别是我们集中全县资源，
汇集各方政策，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危旧房改
造，土坯房改建，实行农村污水、垃圾、前庭后院

等居住环境的改善。

凝聚共识
高质量精准脱贫

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今后三年，北川、
平武高质量摘帽并巩固。然而，脱贫攻坚难题千
变万化，并且随时有可能产生新的难题。

“7·11”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对北川、平武今
年高质量脱贫摘帽是新难题，更是新检验。

平武县县长黄骏表示，只有第一时间重新
审视问题，有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力挽狂
澜，确保今年平武高质量脱贫摘帽。

“目前，平武迅速开展以道路交通为主
的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工作，全力恢复农房
重建、‘四改两建’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恢
复重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确保高质量脱
贫奔康。”

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赖俊认为，北川
自脱贫攻坚以来，举全县之力、之智，建立健全
了扶贫机制和体系，从“7·11”洪灾来看，这套机
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仍坚持绿色
崛起，忠实生态保护，方方面面高质量完成脱贫
摘帽任务。”

市委全会提出，规范扶贫项目资金分配、使
用和管理，切实解决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全面实
施精准脱贫动态监测，扎实开展“回头看、回头
帮”，构建致贫返贫预警防范长效机制。

冯中兵表示，脱贫攻坚总体任务依然较为
艰巨。要想打好高质量精准脱贫攻坚战，必须坚
持目标标准，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把决
心、信心和耐心统一起来。“一定要按照本次市
委全会决策部署，‘精准’脱贫攻坚本职工作，高
质量完成脱贫任务。”

加快建设成兰铁路，大力推进九绵高速建设，
打通经九寨沟至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战略腹地
的连接通道，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打通
西向

加快推进G5绵广高速扩容前期工作，加快广
平高速建设，持续加密北向出川通道数量，进而对
接中俄蒙经济走廊。

扩大
北向

加快推进绵西高速建设，抓紧启动重庆经遂
宁至绵阳高铁、成都金堂至三台城际铁路和绵苍、
三大高速前期工作，取道重庆与郑万高铁连接，打
通绵阳经中原地区至京津冀通道；

经重庆与沿江高铁对接，便捷联系长三角经济
区，进而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中原经济区、华中经
济区的合作。

提升
东向

突出
南向

加快推进G5成绵段扩容工程和中遂高速前
期工作，抓紧启动绵遂内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对接
成自宜高铁，形成成都经济圈与川南城市群完整
闭环；

通过成自宜高铁连接贵广高铁、贵南高铁、宜
昆高铁，进而对接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
经济区以及滇中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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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发展现代化经
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动
脉”，互联互通的交通走廊更
是绵阳“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的基础和前提。我市要率
先建成四川经济副中心，交
通必须先行。在市委七届五
次全会上，与会人员认为，要
按照“外部联通、内部贯通”
要求，持续用力推进交通建
设攻坚大会战，加快建设西
部区域综合交通枢纽，以大
通道促大开放、大发展。

加快建设西部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外部联通 内部贯通 以大通道促大开放

“绵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从 2012 年的 68 万
人次增长到 2017 年的 354.3 万人次，在全国机场
年度运输旅客增长率中排名第一……”绵阳民航
管理局局长冯建华说，绵阳机场通航航点数量目
前已达到37个，执飞航线数量增至57条，逐步开
始实现到全国重点城市和主要区域的当天往返。

市委七届五次全会对绵阳航空发展提出了
具体目标：继续推进绵阳机场扩能升级，支持北
川、三台、平武等地通航机场建设，形成“1+5+N”
民用航空体系。冯建华表示，绵阳民航管理局
拟按照“扩建—分流—迁建”三步走的思路，分
步完成机场扩能升级；力争在2025年前将绵阳机
场建成国际机场，年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650 万
人次以上。

冯建华同时表示，计划实施8个项目，包括参

与建设一个通航机场，分流一半以上的训练飞行
量；完成 9 个停机位扩建，使停机位总数达到
20 个；新建一个 T2 候机楼；申请延长滑行道；继
续引进驻场基地航空公司；进一步完善航线网
络、增加航班，实现国内主要城市全覆盖；争取重
新划设绵阳机场空域；积极申请开放航空口岸，
开通地区或国际航线航班。同时，积极推进机场
迁建前期工作。

在积极主动推动绵阳通航产业发展方面，
冯建华说，当前要推动我市列入全省通航“十三
五”规划的北川、三台两个通航机场尽早开工建
设；协助盐亭、平武、江油开展通航机场建设前期
准备工作；力争在绵阳建设一个区域性的通航飞
行服务站；配合各县及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部
位谋划布置若干通航起降点。

扩能升级
形成“1+5+N”民用航空体系

□本报记者 田明霞

“2015 年 10 月，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在全市开
展交通攻坚大会战的决定，全市上下掀起了交通
建设的热潮。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356.5 亿元，其
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资320.2亿元。外部联通格局加
快形成，在建高速项目总里程301公里，与通车高
速总里程相当；内部贯通网络持续加密，境内公路
通车里程已达 2 万公里，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和全
省平均水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寇子胜说，市委
七届五次全会作出的两个《决定》，让我们感到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也对打赢交通建设攻坚大会战
更加充满信心。

寇子胜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展对外大
通道，突出南向抓紧启动 G5 成绵高速扩容、中遂
高速、三大高速，密切与成都、重庆交通联系；提升
东向，年内建成绵西高速，抓紧启动绵苍巴高速，
提升与南充、巴中、达州的交通联系；扩大北向，加
快建设九绵高速、广平高速，抓紧开展 G5 绵广高
速扩容的前期工作，加强与广元、九寨沟的交通联
系；打通西向，抓紧研究规划茂盐高速，建设通往
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川西生态经济区的便捷通道。
持续加密内部公路网，有序推进县域间骨干路网建
设，抓紧实施S205绵阳绕城改线、G108绵阳城区过
境工程、S418线、S209线等国省干线提档升级和大
中修工程；按照“四好农村路”要求，全面推进农村
交通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提高农村公路覆盖范围和
深度，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持续用力
推进公路大通道建设

“随着 2014 年成绵乐城际、2017 年
西成客专的开通，如今，绵阳境内铁路
运营总里程 264 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
程 121 公里。”市发改委主任兰劲说，
市 发 改 委 将 对 标 市 委 七 届 五 次 全 会
精神，全力推动绵阳铁路建设，形成

“四向拓展、全域覆盖”的铁路交通体
系新格局。

按照规划，我市将形成以“十字形”
为主的“一纵一横两联”的铁路网布局，
到 2020 年全市铁路运营总里程将达到
297 公里，2025 年达 417 公里，2035 年达
676 公里，远景达到 830 公里。其中，在建
成兰铁路，绵阳境内33公里，预计2020年
开通；规划绵遂内城际铁路，绵阳境内

120公里；规划重庆—遂宁—绵阳铁路目
前正在加紧开展前期研究工作，力争按
350公里/小时高速铁路标准设计；规划成
都—金堂—三台城际铁路，绵阳境内
22 公里；规划绵阳—巴中—万源铁路，绵
阳境内 93 公里。这几条铁路计划于“十
三五”至“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规划西
成客专新通道，绵阳境内 111 公里，计划
于 2030 年后开工建设；规划研究绵阳—
九寨沟旅游铁路，计划于 2030 年后适时
开工建设。上述铁路建成后，我市将形成
县县通的放射状铁路网，东西南北都能
通过铁路大通道通向全国，为加快建设
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经济强市提供铁路交
通基础设施支撑。

凝心聚力
构建铁路交通新格局

下足“绣花”功夫 高质量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是最大的政治责任、
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
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市脱贫攻
坚连战连胜，贫困发生率
由2012年的8.42%下降
至去年底的1.14%，取得
了重大阶段性胜利。然
而，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
越大，剩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市委全会明确
提出新要求——高质量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从‘赢’到‘好’，让
人看到脱贫攻坚的内在
变化，振奋人心。”“要在
高质量上下功夫，以更准
确的认知，更积极的工作
态度，打好脱贫攻坚战。”
在市委七届五次全会上，
与会人员就“高质量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提出建
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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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桥臻

近年来，我市脱贫攻坚连战连胜，贫困
发生率由2012年的8.42%下降至去年
底的1.14%，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

继续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

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下足“绣花”功夫，提高脱贫质量

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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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路交通枢纽

建设区域性铁路枢纽

巩固四川航空次枢纽地位加快构建内畅外联、通江
达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变交通走廊为经济走廊，变交
通优势为经济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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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联通 内部贯通
建设西部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