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
自
﹃
两
会
﹄
的
报
道

20 1 8

年1

月5

日

星
期
五

dz rb shz k@
12 6 .com

2 3 77721

美
编
：
廖
晓
梅

编
辑
：
廖
晓
梅

主
编
：
蒲
建
国

周
刊

7
版
7
版

点滴看变化 实在谈发展

代表委员“看”达州
社会在进步，成就在更新。
过去的一年，达州实现快速发展，GDP等各项经济

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排位大幅上升；城乡面
貌显著改观；改革开放成果丰硕；脱贫攻坚再战再捷；人
居环境大幅改善；民生事业全面发展；自身建设切实加
强……这是全市上下用实干交出的完美答卷。

昨日下午，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巴山大剧院全
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工作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
人，有的是商人或知识分子……不论他们来自哪个行
业，都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他们对达州的发展变化都有着自己的观察与认识。

代表委员们眼中的达州是什么样子的呢？

□本报记者 龚俊 孟静 冯津榕

市人大代表苟晓芳：从未想到，
5年后的达州也能成为四川旅游版
图上的一颗“明珠”。5年前的达州，
没有一个4A级景区，外地游客更是
寥寥无几。

5年转瞬即逝，再看达州，賨人
谷、五峰山海明湖景区、真佛山、洋
烈水乡、峨城竹海、巴山大峡谷、八
台山7个4A级风景区已经成为达州
的旅游名片，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
馆、碧瑶山庄也已经通过了4A级景
区认定。在4A景区上达州不仅完
成了从零到有的突破，更是在这份

“试卷”上获得了满分。
达州旅游产业的腾飞离不开达

州陆空交通条件的改善，近几年，达
陕高速、巴万高速、南大梁高速相继
开通。空中航线由当年的一二条增
至现在的11条。市政府鼓励达州旅
行社走出达州，将外面的游客引进
来，为引进游客的旅行社提供补
助。同时举办全市导游、讲解员大
赛，全面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质量。
2017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次突破10
万，旅游总收入达到173亿元，同比
增长22.5%，外地游客持续增加。

旅游发展突飞猛进

经济发展既快又稳

城市空间结构巨变
市人大代表唐小锋：作为一名总

规划师，近年来，达州城区最大的改
变莫过于在空间上。早些年，达州一
直沿州河、铁山、雷音铺带状发展，南
北长、东西短的城市格局导致东西交
通不便，南北交通压力大。凤凰山隧
道通车，让东西方向的连接道路由过
去的12公里缩短为6公里；金南大

桥更是缓解了南北的交通压力。
此外，达城人居环境也大幅度改

善，一些环境突出问题得到了整改，
主城区环卫市场化清扫保洁，大幅度
改善了城市卫生环境；多年污染中心
城区的火车东站货场彻底关闭搬迁；
新建停车泊位1.4万个，有效缓解了
停车难。

市人大代表张小莉：达州红色文
化分外璀璨，内容丰富、革命遗址多、
文献资料保存较完整，具有时间跨度
大、内容涉及广的特点。这几年，达
州特别注重红色文化历史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

在宣汉县巴山红军公园，王维
舟将军跃马挥戈、驰骋疆场的大理
石塑像傲然耸立，雕像的背后，伫

立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成
立纪念碑”。红军公园不仅将革命历
史、先辈英烈融入到绿水青山之
间，更是传播红军精神的红色教育
基地。

除了宣汉县红三十三军纪念馆
之外，通川区宣达战役纪念馆也成功
入选第三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名录，有力促进了红色旅游发展。

市人大代表卢玲宁：达州正处于
经济大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发展不仅
快，而且稳。

2017年，达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1585亿元，增长8.2%，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50元，增长
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30元，增长9.5%，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4.1%之内。在上一年经济
发展的“应试”中，达州交出了一份高
分的“答卷”。

很多在达州创业的女企业家，她
们扎根在达州各行各业，将个人微小

之力集成社会洪流推动达州经济发
展。在达州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东
风下，她们不断拓展自己的商业版
图，对自己充满信心，更对达州充满
信心。

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字的
增长上，更体现在老百姓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上。莲花湖湿地公
园、一桥三隧道等工程顺利完工，市
政府一直在努力把达州经济发展转
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能认可
的果实，将达州建成一座有魅力、有
希望的时代新城。

日新月异的新农村

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竞争力
市政协委员张燕：文化是一座城

市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
没有城市的勃勃生机。自己从事艺
术工作多年，感觉达州近年越来越重
视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几年前，达州人只能赶到外地去
看演唱会、文艺演出、听歌剧。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达州人们对文艺的
需求不断增加，德国柏林交响乐团、
上海芭蕾舞团、俄罗斯皇家芭蕾舞
团、成都川剧院……之前想都不敢想
的“高大上”剧团纷纷将文化艺术大
餐送到了达州人的家门口，精彩的演
出场场爆满。

为了满足市民对文艺的需求，达
州市艺术剧院将文化强市作为发展战
略，从巴文化、红色文化、巴渠民俗民
间文化中吸取创作灵感，并派遣演职
人员、管理人员赴北京国家大剧院、首
都剧场等国家级剧场学习经验，创作
并编排了舞蹈《锦绣飞旋》《妙女》《梦
幻丝路》等、川剧折子戏《三祭江》和小
品《拼刺刀》等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
欢迎。而相继组建的川剧团和达州乐
团，更是对我市川剧艺术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让传统艺术得到
了传承和弘扬，体现出达州最原汁原
味的人文历史风貌。

达城尽显“都市范儿”
市政协委员甘晓红：生活在达州

主城区，希望城市的发展能让我们每
一个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达城过去一度被人冠以“光灰城
市”“巴掌大”等代名词，然而随着金
南大桥、凤凰山隧道、大尖子隧道、火
烽山隧道的通车，达城彻底拉开了

“双百城市”的框架；塔沱滨河湿地公
园、莲花湖湿地公园，在让城市变美

的同时，更是大幅改善了人居环境。
将来，随着北城滨江、马踏洞、莲

花湖、三里坪、翠屏山、长田坝、河
市等城市新区建设推进，中心城区
城市功能和辐射能力还将不断提
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城将越来
越有“都市范儿”，让每一个生活其
中的人享受到城市的美好，让幸福
感爆棚。

市政协委员屈默：2014年从广
州回到老家通川区金石镇，为实现

“田园梦”成立了屈氏金园生态养殖
专业合作社。通过几年的发展，靠养
殖山羊，带动金石镇及周边乡镇518
家农户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创业的这几年，达州可谓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切实
解决了农村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
通信难等“五难”问题。流转的2200

多亩土地，零星分布在金石镇的7个
村。为了支持当地农业发展，通川区
政府硬化了几十公里的产业道路，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一些困难群
众住上好房子；通过土地流转，规模
产业的引领，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漫
步乡村，路洁窗明，依托文体设施、农
民夜校、宣传文化墙、幸福家庭评选
等载体，良好的风气与和谐新村的建
设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市政协委员刘莉：近年来，我市

狠抓经济建设，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合
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和特
色产业，促进了达州经济腾飞、市场繁
荣。各项事业也在科技的催动下蒸蒸
日上，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多。

各级科协组织积极投身精准扶
贫主战场，推进“农技协+电商”扶贫，
助力全市252个农技协拓展农产品
销售渠道。推进“金融机构+农技协”
的“银会合作”扶贫，建立8个“三农”

金融服务站。推进“学会+农技协”
“会会合作”扶贫，引导学会资源进入
贫困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236项。

全市已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
16个，其中省级2个、市级14个，共
签约院士1名、专家50名，合作开展
科技项目21项。玉竹麻业公司、达
钢集团、宕府王食品公司、川环科技
公司、东柳醪糟公司和市农科院6家
单位的院士（专家）工作站被评为“达
州市优秀院士（专家）工作站”。

记者采访政协委员刘莉（右）
(本报记者 龚俊 摄）

记者采访人大代表唐小锋（中）。
(本报记者 冯津榕 摄）

记者采访政协委员甘晓红（右）。
(本报记者 龚俊 摄）

人大代表张小莉在学习会议文件。
(本报记者 冯津榕 摄）

人大代表苟晓芳认真阅读报告。
(本报记者 冯津榕 摄）

市民在塔沱湿地公园散步 （万燕明 摄） 魏兴高速互通立交 （万燕明 摄）

红色文化促发展

莲花湖湿地公园美景 （万燕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