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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攀枝花市东区高创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局对“攀枝花市应急物资储
备库及智能化体系建设项目（二期）”设计方案总平面
图进行公示。

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对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市东区政务中心、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

区分局公示栏。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http：//zgj.panzhihua.gov.cn/）。
四、攀枝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及智能化体系建设项目

（二期）现场。
公示期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涉及该

项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对该项目方案设计有异议者，请具
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将书面意见送达攀枝花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且在法定时限内，相关利害关系
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满，我局将依法对该项目设计方案进行审批。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
联 系 人 ：李 东 晓 冉 孟 佳 联 系 电 话 ：

0812-2246632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

2025年1月10日

公 示    分 类 广 告

● 遗 失 川 D76227 号 机 动 车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为 510422002445,

声明作废。

盐边县浴铭物流有限公司

● 遗 失 “ 王 强

5104015036820”的 法 定 代 表 人 章

一枚，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阳光同享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成渝“双星”闪耀

平均两天实施一个重大项目！

□新华社记者 赵宇飞 李晓婷

广袤西部，重庆、成都“双星”闪耀！
5年来，平均两天实施一个重大项

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GDP由不足
6.3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预计 8.6 万
亿元，占西部地区比重已超3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月 9 日举行
发布会，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5
年来的成绩单：从开局起步到整体成
势，5 年来实施共建重大项目 806 个，
在全国的经济份额占比由6.3%提升至
6.5%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占全
国经济增量的比重在40%以上。占国
土面积超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却长期
缺少国家级经济圈带动。

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明确要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同年10月16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成渝地
区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成渝一盘棋，一个个珠联璧合、双
向奔赴的故事不断上演。

新引擎，高质量增长极加快崛起——
2024 年 12 月 27 日，我国西南地

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投运。电力

“蜀道”每年最大可向川渝地区投送清
洁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近100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31 个、67 个、160 个、248 个、300
个……5 年来的年度共建重大项目数
量，一条上扬的曲线彰显澎湃动能。

重大项目“打底”，激活“双星”
动能。

郑渝高铁全线通车，成渝中线、渝
西等高铁建设提速，蜀道变通途；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
品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成势，产业“追
高逐新”；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 11 个，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
流三号”上演现代版“夸父逐日”，科创
要素加速汇聚……

产业协同深入融合，两地汽车零
部件全域配套率提升到 80%；成渝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总规模超6500亿元，
入选工信部 2024 年先进制造业集群
名单……

“川渝造”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
名片。目前，全球2/3的iPad、近8000
万台笔记本电脑、超 1 亿台智能手机

都出自川渝。
新支点，优化我国区域经济布局——
在重庆团结村中心站，一辆装载

新疆煤炭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缓
缓驶入，有效缓解重庆电煤缺口；与
此同时，满载青海纯碱的班列向南驶
向广西，不久后将被运至广西各大玻
璃厂中……

以重庆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 126 个国
家和地区的548个港口；以成都、重庆
为始发地的中欧班列（成渝）运营线路
51条，累计开行超3.6万列。

交通畅通，格局再塑。
重庆汽车制造业带动广西玻璃产

业发展，四川动力电池产业推动西部
“新三样”出口强势增长，宁夏枸杞原
浆和红酒、重庆血橙、贵州茶叶等西部
地区特色产品正在成为当地外贸新增
长点……

西托青藏、北承陕甘、南接云贵，
如今的中国区域发展版图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形成东西南北四向牵引的

“钻石菱形”格局，引领西部、服务全国
的显示度和贡献度正持续提升。

新图景，高品质“双城生活”走进
现实——

“我常来成都出差、旅游，高铁像
公交车一样方便。”重庆人侯雨岚说，
上午在成都看熊猫，中午回重庆吃火
锅的惬意生活实现了。

每天，成渝之间人员往来超过
100万人次，每9分钟开行一列高铁，
最快约一个小时到达。

人员流动的背后，是两地惠民政
策的互惠共享。

5年来，四批次355项“川渝通办”
事项，让社保、就医、公积金等群众“身
边事”异地办理；生态环境协作共管，长
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到II类，川渝
空气优良天数稳定在 90%左右；川渝
935家医院161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成渝客专推行“公交化”票制……

绘就“同心圆”，“双星”更闪耀！
成渝必将谱写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地区生产总值预计8.6万亿元！

盘一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5年进展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
究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9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5年进展。

适时启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十五五”实施方案起草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亚军
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5年来，
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经济总量看，2024
年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到
8.6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6.3%提高
到6.5%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陈亚军表示，5年来，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有关部门扎实推动双城经济圈
建设：编制出台了一批重大规划，“1+
N”的规划体系全面形成；谋划实施了
一批重大项目，近 5 年来中央预算内
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川
渝两地项目建设近4000亿元；布局打
造一批重要平台；统筹推进了一批重
大改革；建立健全了一套工作机制。

2025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的收官之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进展总结评
估，推动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结合国
家“十五五”规划编制，适时启动双城经济
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起草工作。

全球超1亿台智能手机出
自川渝

近年来，产业协同发展正成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新亮点。

四川省副省长李文清介绍，电子
信息产业是川渝创新实力最强、产业
基础最好的支柱产业。成渝地区成为
全球前十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地，目
前，全球近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
亿台智能手机都出自川渝。

汽车制造方面，重庆发挥整车制
造优势，四川发挥动力电池和清洁能
源配套方面竞争力，双方共建产业链
供需对接平台，已汇聚整车及零部件
制造企业超2000家，全国每七台汽车
有一台产自川渝、超过五分之一的动
力电池实现“川渝造”。

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俊
杰说，成都市与重庆主城都市区建立
了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先进
制造业方面，两地建成全球最大的
OLED生产基地和中国最大的柔性显
示产业集聚地。两地汽车零部件全域
配套率提升到 80%。同时，两地在生

物医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重点领
域联动发展，加快构建体现成渝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破解
“大城市病”

近年来，按照树立“一盘棋”思想
和唱好“双城记”要求，突出“双城”引
领，强化“双圈”互动，促进“两翼”协
同，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格局正在不断
优化。

陈亚军说，“双城”引领不是一味要
做大双城，而是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
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5年来，重
庆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成都扎实开展公园城市建设，城市的宜
居和韧性安全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陈亚军表示，“双圈”方面，成都都
市圈、重庆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同城
化水平不断提高，“双城”间火车日均客
流达到7万人次，连接“双圈”的渝西地
区与川中四市合作不断加强。“两翼”方
面，从北翼看，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稳
步推进；从南翼看，川南、渝西探索建立
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协调机制。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
重庆、成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注重以
大带小、以点带面，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发展更加协
调；进一步强化双城经济圈对秦巴山
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等
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不断提
高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

川渝共签订落实了131项
生态环保合作协议

“我们目前一共签订落实了 131
项生态环保合作协议，一体推进美丽
川渝建设。”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陈新武说。

在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方面，两地
设立了全国首个跨省市联合河长制办
公室，携手治理 81 条跨界河流，长江
干流川渝段国控断面年均水质稳定达
到Ⅱ类。在生态系统协同保护方面，
两地建立了川渝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提前 1 年完成了 1.5 万艘渔船、2.7 万
名渔民退捕上岸任务。在绿色发展协
同转型方面，两地共建千亿立方米天
然气产能基地，建成川渝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工程。

“今年重庆将承办世界环境日国
家主场活动。”陈新武说，将以此为契
机，会同四川方面一体推进治水、治
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
城、治乡等“九治”。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
为成渝为成渝““双城记双城记””增添新动能增添新动能

2024年10月15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
定县，施工人员在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进
行收紧导线作业。

2025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5周年。
2024年12月27日，国家电网川渝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正式投运，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
高压交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
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我国西南电网的主
网架电压等级从 500 千伏提升到 1000 千伏，每年
最大可从川西等地向四川、重庆负荷中心输送清
洁电能 350 亿千瓦时，相当于近 1000 万户家庭 1
年的生活用电量，对保障西南地区电力安全可靠
供应、增强川西地区电力送出能力、加快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推动高海拔特高压输电技术创新突
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意义重大。

未来，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将进一步连“线”成
“环”，构建西部大电网枢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增添新动能，提供更强大的能源保障。

（新华社 发 田海 摄）

西藏定日县地震

受灾群众初步安置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新华社拉萨 1 月 9 日电（记者

周圆 邱星翔）记者 9 日从西藏日喀
则定日县“1·07”地震受灾救援工作
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灾
区共设置 224 个安置点，4.75 万名受
灾群众已完成初步安置，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
记、副厅长郝涛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

目前，灾区已搭建帐篷12730顶，共紧
急调运棉帐篷、折叠床、毛毯、取暖器、
食品、药品等物资共61.2万余件（个）。

郝涛说，在国家及社会各界支援下，
救灾物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基本生活
能够得到保障。受灾群众穿上了棉衣，
住进了帐篷，盖上了被褥，生起了炉火，
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喝上了干净的
饮用水，生病也能得到及时治疗。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5000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体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怀
温暖，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 5000 万元，用
于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
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灾区党

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到灾
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艰险
处，做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党委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保障
作用，注意在抗震救灾中考察和识别
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基层党员、干部
中的先进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
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
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
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
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最高法

发布依法惩治农村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

冯家顺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9 日发
布5件依法惩治农村黑恶犯罪典型案
例，聚焦农村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整治“村霸”，
依法打击农村家族宗族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持续推动平安乡村、法治乡
村建设。

这批案例包括欧阳某臣等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刘某良
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卜某勃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朱某平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王某好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案例中，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定罪量刑的同
时，加大“黑财”清缴力度，坚决摧毁黑
恶势力经济基础，防止“死灰复燃”。

预防和治理黑恶犯罪是系统工

程，人民法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
在刘某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中，人民法院对案件暴露出
的基层治理漏洞向当地林业局、自然
资源局、街道办事处发出司法建议，推
动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健全预防和治
理农村黑恶犯罪长效机制。

在王某好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中，
被告人王某好等人利用家族势力，长期
把持基层政权，横行乡里，为非作恶，对
农村集体土地造成严重破坏。人民法
院将庭审现场打造成法治课堂，邀请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零距离”旁听庭审，
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

最高法表示，下一步，人民法院将
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扫黑除恶斗争常态
化，确保农村安宁稳定，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增值税发票数据

折射经济运行六方面亮点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

王雨萧）国家税务总局9日公布的增
值税发票数据显示,随着一揽子增量
政策和前期已出台的存量政策持续
落地显效，2024 年四季度全国企业
销售收入明显改善，经济运行呈现六
方面亮点。

——制造业发展提速，装备制造
支撑作用较强。2024年四季度,制造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8%，较三季度
增速提高 2.4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
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3%，较三
季度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

——新兴产业持续较快增长，新
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024年四季度，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
延续两位数较快增长。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5%。

——生态环保服务稳步增长，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迅速。2024 年四季
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推
广 服 务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2%、21.8%和 16.3%。清洁能源产
业保持较快增长，太阳能、生物质能、

风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9%、12.7%和5%。

——设备更新稳步提速，消费品
以旧换新持续向好。2024年四季度，
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7.5%，较三季度增速提高 2.2 个百分
点。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
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38.1%和75.4%；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
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39.4%
和26.3%，均显著快于三季度增速。

——基建投资回升，“两重”项目
加快落地。2024年四季度，反映基建
投资的土木工程建筑业销售收入增速
较三季度明显提升，特别是随着一揽
子化债政策落地，12月份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7%，有力促进“两重”等重点基
建项目建设。

——省际贸易持续畅通，统一大
市场建设有序推进。2024年四季度，
反映省际间贸易往来的全国省际间贸
易销售额同比增长3.3%，较三季度进
一步提升。交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8.4%。

冷空气将频繁影响我国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

黄垚）据中央气象台预报，9日本轮冷
空气影响持续，江汉、江南、贵州东部、
华南西部等地将出现4℃至6℃降温，
局地降温 8℃以上。预计未来一周，
还将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国。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分
析，本轮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广，但强
度整体不强。受冷空气和南支槽东移
共同影响，多地出现雨雪天气。

预计 10 日至 12 日，新一轮冷空
气影响我国，新疆东北部、内蒙古中西
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青藏高原大部
等地将有大风降温天气。14日至16
日，还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
区，带来大范围大风降温过程。

春运即将开始，不少公众担心遇
极端天气影响出行。中国气象局应急
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
预计春运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
比较频繁，强度总体偏弱，但冷暖起伏
较大。

王亚伟建议，北方地区加强防范
阶段性降雪造成的道路结冰、积雪对
交通和旅游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西
南地区高海拔桥梁、隧道等局部路段
需防范道路结冰；华北、四川盆地还要
注意防范阶段性能见度较低给交通出
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要密切关
注西部、东北等地阶段性低温雨雪天
气导致的供暖用能需求增加，以及输
电线路和电力设施覆冰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