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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扎实开展“十大专项”行
动[15]，联合申报国省现代农业融合发展
项目。持续推进城宣万革命老区振兴
示范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
设。深化舟山—达州人才互派互挂和
产业、劳务、消费协作，拓展“浙江企
业+达州资源”“浙江研发+达州制造”
合作模式。

增强招商引资实效。实施六大专
项行动，探索公司招商、“链主”招商、
基金招商、营商环境招商、应用场景招
商、朋友圈招商等新模式，建立健全招
商引资“回头看”机制，畅通涉企沟通
交流渠道。深化“双招双引”，打造“项
目+人才”雁阵招商格局，力争新引进5
亿元以上项目100个以上，省外到位资
金 550 亿元以上，外商直接投资 2500
万美元。

（五）统筹兼顾建城市兴乡村，扎
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提升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持续优
化中心城区“一主两区多片”[16]空间格
局，加快完善马踏洞、翠屏山片区等公
共服务配套，引导老城区人口逐步向
新区转移。持续推进城镇污水治理两
年攻坚行动、中心城区危旧房改造三
年攻坚行动，确保中心城区污水集中
收集率提升至 70%以上，新实施危旧
房改造项目10个。加快高家坝大桥、
汉兴大道、龙马大道四期、金南大道四
期等主干道路建设，完善城市路网。
实施适老化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在中
心城区既有住宅新加装电梯260部以
上、新建公厕30座以上、改建垃圾站5
座以上。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健
全社区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打造“暖
心温情”城管执法品牌。

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交通建设常态化提质提升行动，加快
成达万高铁、西达渝高铁等干线铁路
和镇广、绕城西段、大垫等高速公路建
设，积极推进达万铁路扩能改造、城宣
大邻高速等项目前期工作，开工建设
南大高速，力争环城路三期、达石快速
等建成通车，确保完成交通投资224亿
元以上。加快土溪口、固军等“2+8”大
中型水库建设，推进川渝东北一体化
水资源配置工程前期工作，持续完善
防汛抗旱基础设施。

增强县域综合承载能力。落实新
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和四川方
案，扎实推进省级县城城镇化建设试
点、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培
育打造市域副中心、省级百强中心镇
和市级重点中心镇。统筹推进强县扩
权赋能改革，推动全国百强县、西部百
强县（区）排位持续提升，积极培育大
竹县创建全国百强县。强化托底性帮
扶工作，完成省“六张清单”、市年度任
务清单等重点任务，打造托底性帮扶
工作“万源样板”。

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省级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148个。深入推进“四好农
村路”[17]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
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900公里。
加快乡村水务建设，力争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 94%以上、规模化供水率
达到75%以上。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新（改）建农村户厕1万户以上。

（六）加大力度强保障惠民生，持
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落实就业优
先政策，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
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确保
城镇新增就业3.7万人以上，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完善“智慧就业”“零工
驿站”等就业服务平台，打造“家门口”
就业示范点位，建好万达开人力资源
产业园。强化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供
给，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
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
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聚力发展社会事业。大力实施义
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及能力提升计
划，新（改、扩）建中小学30所、幼儿园
10 所。探索建立优秀教师轮岗交流
制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
流动共享。加快省级中职学校“双示
范”建设，支持文理学院申硕攻坚、达
职院争创省级“双高计划”院校、达州
中医药职业学院建设特色鲜明中医药
职业学院。加快健康达州建设，加强
与省人民医院、浙大附二医院合作共
建，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推进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办好“达州巴人故里”马拉松等品
牌赛事，申办省级以上重大赛事活
动。加快罗家坝、渠县城坝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提升遗址展示利用水
平。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扎实办好年
度民生实事，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民生
支出占比稳定在 70%以上。开展“社
保政策进万家”活动，完善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
提高低保、特困救助供养标准。健全
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严厉打击欺
诈骗保行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统筹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完善
养老托育支持政策，加快适老适小设
施改造。促进妇女儿童发展，完善生
育支持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服
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18]，做好机关
事业单位社保、医保、公积金欠费治理
工作。

（七）持续深入防污染优治理，厚
植绿色生态达州本底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
中央督查问题整改，彻底整改侵占林
地、破坏生态等问题。开展环境空气
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持续开展工业
源、移动源、扬尘源和“五烧”[19]面源管
控，确保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29
天以上、连续4年稳定达标。开展水环
境质量“达标提质”行动，推动水质综
合指数在全省第二方阵基础上进位争
先，支持达川固家河争创国家幸福河
湖、万源建设任河流域生态廊道。强
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加强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监管。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稳妥实
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有序推进能耗
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应用，发挥“明底线”“划
边框”作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因地制宜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八）更加有效防风险守底线，营
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整体推
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
设，稳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
序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建立
培植涵养地方税源的激励机制。严厉
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
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持续打
好“保交房”攻坚战，有序试点现房销
售，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稳妥推进
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引导专注主
业、服务地方。统筹做好社会治安、信
访稳定、网络安全、动植物疫病等重点
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保障粮食能源领域安全。大力实
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力争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
以上、产量330万吨以上。加强耕地保
护，严查严处耕地“非农化”、永久基本
农田“非粮化”等违法违规行为。完成
年度新增粮食储备规模落实任务，扎
实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
落实生猪保供稳价措施，建设优质商
品猪战略保障基地。加快国电投川东

北高效煤电、万源官渡梨树风电和储
配煤基地等项目建设，建成投用川投
达州燃电二期，打造天然气生产供应
战略保障、能源应急保供等备份基地。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健全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和群防群治机制，加
强重要区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安
防设施建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
和全域反诈社会化，加强反恐禁毒防

艾综合防治，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
市。狠抓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确保党
政同责考核“保先进位”。纵深推进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生
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
下降”、森林火灾“零发生”。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源头治
理三年攻坚行动，推广运用“智慧信
访和达州随身访”。持续抓好民族宗

教、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支持工青
妇、工商联、残联、侨联等事业发展，
加强国家安全、国防动员、退役军人
和双拥共建等工作。

各位代表，做好 2025 年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的监

督指导，认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建议，
坚决落实大会的审查意见和决议，认
真履行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法定职
责，坚决扛起经济大市挑大梁重任，坚
持干字当头、强化责任担当，坚定信
心、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达州努力奋斗！

附件：达州市2025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草案）

关于达州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及2025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备注：地区生产总值及相关指标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附件

达州市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草案）

指标名称 单位

2024年计划目标 2024年实际完成 2025年计划目标

总量 增长（%） 总量 增长（%） 总量 增长（%）

一、经济发展指标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7.0 2801.6 5.7 - 6.5

第一产业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

-

-

-

-

-

-

3.8 403.1 2.6 3.0-

-

-

-

-

-

-

第二产业 7.5 3.9 6.5

规上工业 7.5 1.7- 7.0

第三产业 7.0 1569.0 7.7 7.5

（二）固定资产投资 7.0 - 6.2 5.0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 1536.7 5.1 6.0

（四）进出口总额 12.0 107.03 3.4 12.0

（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 提高1个百分点 - -预计能完成目标 提高1个百分点

二、质量效益指标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 10.0 196.6 7.6 - 2

（二）万元GDP能耗 吨标煤

按照省上下达计划安排 预计均能完成目标 按照省上下达计划安排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吨

吨

吨

氨氮排放量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氮氧化物排放量

三、民生民本指标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4.5 42360 4.7 - 4.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6.8 20710 6.6 - 6.4

（二）城镇调查失业率 % 5.5 5.5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3.5 4.52 3.7

（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100）

% 3.0- - -0.4 2.0-

名词解释和说明

[1]“3+3”重点产业：能源化工、新
材料、农产品加工三大千亿集群；电子
信息、智能装备制造、轻纺服饰三大五
百亿产业集群。

[2]“四向”国际班列：四川东出铁
水联运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达州班
列、中欧班列达州专列、中老铁路（达
州—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3]森林四库：森林水库、钱库、粮
库、碳库。

[4]“四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质等级建筑企业、限额以上批零
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5]“万市兴”综合服务平台：位于
达州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是跨部
门数据融合的政企服务平台，为市场
主体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6]“万达开南云”：重庆市万州区、
四川省达州市、重庆市开州区、四川省
南充市、重庆市云阳县。

[7]“双招双引”：招商引资和招才

引智。
[8]“引水入竹”：从达州巴河、州河

流域取水，途经达川区、通川区、高新
区三地最终抵达大竹，管线全长130.3
公里。

[9]“2+4+N”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由2个市级医院，4个县级医院，N
个基层医疗机构组成的医疗集团。

[10]“五个专项治理”：违规设置市
场准入门槛、拖欠企业账款、侵害企业
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涉企违规收
费罚款、涉企执法检查。

[11]“个转企”：个体工商户升级为
企业。

[12]“2+1+N”：构建以河市坝、麻
柳铁路货运基地为主，高铁物流基地
为辅，双龙、宣汉、瓮福、开江等铁路货
站为支点的“2+1+N”铁路货站体系。

[13]“四大”资源：天然气、锂钾、能
源和森林资源。

[14]线上科创通+线下科创岛：依
托“科创通”科技创新云平台，提供大
型仪器、创新平台、技术转化、科技金

融产业图谱等线上服务，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的通道；依托科创生态岛，集成
创新要素聚合、创新转化服务、创新成
果展示、新兴产业育成、社区生活服务
五大功能，打造“聚、服、展、孵”一体的
综合性创新转化聚集区。

[15]“十大专项行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行动、农业协作发展专项
行动、工业协作发展专项行动、商贸物
流专项行动、教育事业专项行动、医疗
卫生专项行动、民生保障专项行动、金
融服务专项行动、生态环境专项行动、
文化旅游专项行动。

[16]“多片”：主要指双龙片区，罗
江片区，东岳片区，魏蒲片区，达钢（老
厂）片区，金山片区，马踏洞中心片区，
老城区片区，马踏洞外围片区，马房坝
片区，凤凰山南片区，张家坝片区，肖
公庙—石龙溪片区，莲花湖片区，莲花
湖西片区，高家坝片区，莲花湖湿地公
园片区，梁家坝片区，西南职教园片
区，莲花湖北片区，徐家坝片区，柳家坝
片区，明月江片区，杨柳南片区，杨柳北

片区，小河嘴南片区，翠屏山北片区，南
城中心片区，三里坪片区，小河嘴北片
区，百马片区，空港片区，石板片区，高
铁站片区，铜钵河片区，固废中心片区，
斌郎片区，斌郎化工园区片区，河市坝
陆港枢纽片区，堰坝片区，河市通用航
空产业片区，高新区核心片区，高新区
万河片区，长田片区，临铁山片区，智能
制造产业片区，钢铁及配套产业片区，
麻柳化工园区片区，檀木片区，大风片
区，亭子文教新城片区，东岳东片区、东
岳南片区、东岳西片区、东岳北片区、罗
江东片区、罗江南片区、罗江西片区、罗
江北片区、北外片区、凤西片区、河市中
部片区、河市镇河龙片区、斌郎街道桥
坝片区、石梯镇东片区、石桥镇南片区、
管村镇北片区等。

[17]“四好农村路”：建好、管好、护
好和运营好农村公路。

[18]“三保”底线：保基本民生、保
工资、保运转。

[19]“五烧”：烧垃圾、烧秸秆、烧纸
钱、熏腊肉、放鞭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