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15日 农历戊戌年七月初五 星期三

SICHUAN ECONOMICS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44 国内邮发代号：61—6 http://www.scjjrb.com通用网址：四川经济网 今日8版 总第9445期 总编辑 李银昭 值班总编助理 黎琦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林林总总的政务“中梗阻”，说到底是一种对群
众利益的“漠视症”，是一种工作作风的“漂浮症”，危
害性极强，不仅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还严重阻碍
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把改革中的
障碍贴切地形容为“中梗阻”，要求坚决破除。

如何破除“中梗阻”？今年来，党风廉政建设
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军团的巴中，
就此积极展开深度破题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新年第一次市委常委会，向‘中梗阻’病灶
动刀”“持续‘高压态势’，先后问责查处278人”

“麻辣‘阳光问廉’”“坚决销号‘阻点’”……破题实
践中，巴中推出了系列“壮士断腕之举”。

新年首次常委会 向“中梗阻”动刀

破题“中梗阻”，巴中市委、市委政府高度重
视，并于年初就展开破题行动。

“一致研究通过了《关于大力整治“中梗阻”
切实增强执行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今年1月9日，在巴中市委2018年首次常委
会上，就响亮地吹响整治“中梗阻”号角。

“大力整治一些单位和党员干部‘脸好看、门
好进但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甚至吃拿卡

要、雁过拔毛等问题”……《意见》聚焦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围绕政令、责任、作风、服务、纪
律等5大方面明确列出了19条整治重点。

《意见》要求，建立三级联查机制和立体监督
机制，即党委（党组）每月开展一次自查自纠，行
业主管部门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核查，纪检监察
机关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抽查，同时构建“法律
监督+民主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专门监
督”的立体监督。此外，《意见》还明确建立黄牌、橙
牌、红牌“三牌问责”机制。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巴中建设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的起步之年。抓好‘中梗阻’整治至关重要，各级
党委（党组）要把进一步纠正‘四风’，大力执行整
治‘中梗阻’、切实增强执行力作为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会上，巴中市委书记罗增
斌指出，要对照“中梗阻”问题表现形式，全面系
统清除作风病灶，较真碰硬开展专项整治，公开
曝光形成强大震慑，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以
严深细实的劲头和‘钉钉子’的精神一抓到底”。

随后，《意见》很快正式出台，全域持续掀起
“中梗阻”整治热潮。

“没有大动干戈，难题难有效破解。”对于《意
见》的出台，巴中市一退休老干部说，这是一个睿

智的决策。“这场‘大动干戈’充分彰现巴中决策
者强力推动巴中振兴发展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为
巴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持续“高压态势”先后问责查处278人

整治“中梗阻”，巴中坚持坚决“亮剑”，处处
营造“高压态势”。

“平昌县笔山镇，八项规定有禁不止，套取资
金大吃大喝”“通江县陈河乡，重复信访21次，‘两
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巴州区清江镇，专项资金
随意转，镇村干部乱作为”……2月26日晚，巴中
市首期开播的《阳光问廉》便剑指“中梗阻”，直接
曝光“中梗阻”现象，并现场质询相关责任人。

直播现场来了市委书记罗增斌、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魏文通、市政协主席朱冬、市委副书记余
先河等领导。节目相当“麻辣”，不少被询问对象
现场脸红、流汗。

强力曝光的同时，巴中还让企业、群众当“考
官”。6月28日下午，巴中市“整治‘中梗阻’·百企
评政风”座谈会在市文化馆举行，百余名企业代
表同媒体记者现场以无记名方式对市各部门政
务服务进行打分、测评；评出了“三个最佳、三个

最差”的单位。
此外，巴中市委从纪检监察、组织、财政、审

计、发改、巡察等单位抽调政治、能力、作风过硬
的年轻干部组建了整治“中梗阻”工作办公室，公
开举报电话、邮箱、信箱，直接核查、跟踪督办群
众举报案件。

“治梗会逗硬？我们本土企业反映了问题，
会不会受到打击报复？”今年5月11日下午，巴
中一企业办公室主任黄某怀着忐忑的心情来
到市治梗办公室。

“只要问题属实，纪委将坚决查处；只要企业
依法经营，政府将坚决保护合法利益……”巴中
市治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黄某吃了颗“定心
丸”。第二天一早，黄某就将举报材料送到治梗
办。市纪委、市治梗办初核后立即责成相关单位
进行立案查处，企业所举报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对于‘中梗阻’问题，巴中坚持‘零容忍’态
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纵容，绝不手
软。”巴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贾
璋炜态度坚决。“截至目前，巴中共督查发现‘中
梗阻’问题118个，问责查处278人，点名道姓通
报2期，曝光典型案例55起。”

一个个典型案例产生了强力警示教育作用。
（下转3版）

技术创新 抢占大数据发展先机

创新驱动，技术先行。
“掌握大数据的核心技术，企业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大数
据产业推进处相关负责人说道，近年来，我省
大数据领域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新技术，技术创
新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关键钥匙”。

作为四川大数据行业的翘楚，成都数联铭
品科技有限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攻
于大数据的“技术创新”。

2015年，数联铭品推出全球首款金融大数
据企业全息画像引擎——浩格云信。据介绍，
浩格云信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企业的经营状态
和投融资动态，可制作出企业画像全息时光
机，实时展现任一时刻的企业状态和任一周期
的经营成果。据悉，浩格云信推出不久，位列全
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普华永道(北京)、毕马
威(成都)等纷纷成为该产品的用户。

2016年，数联铭品联合财新传媒开发了适
时跟踪新经济产业进程的中国新经济指数，这
也是首个运用大数据方法构建的国家级宏观
经济指数，创新性地解决了中国新经济度量和
新经济发展情况监测的“痛点”。

2017 年，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数
联铭品展示的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在监管科技领域的创新产品吸睛无数。

短短几年，数联铭品找准技术突破口，从
众多大数据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目前国内发
展最快、研发能力最强的大数据技术和应用服
务公司之一。

数联铭品只是我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缩

影。拥有核心技术，无疑成为我省抢占大数据
发展先机的利器。

2017 年，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印发的
《四川省十三五大数据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要重点提升大数据的关
键技术。

具体而言，在“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完善
产业推进机制和省部院企合作机制，建立一批
技术攻关平台、共性基础平台、工程技术研究
平台、标准检测平台和公共技术支持平台，突
破大数据采集、存储、管理等关键技术，形成自
主可控的大数据技术架构。

技术创新关键在人才。我省实施人才国际化
战略，推动国际合作，分层次、有计划地引进一批
能够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带动大数据系统发展
的科学家和创新领军人才。支持高等院校积极参
与大数据各专项工程建设，鼓励跨校联合培养大
数据复合型人才，支持我省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
信息化企业设立大数据研究机构，开展大数据理
论和科学研究，培养行业领军人才。

依托全省与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链相关的
120 余个研究所、企业技术中心及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以及完善的人才体系，力争2020年前，
我省大数据专利数进入全国前六。

壮大企业 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

今年5月，第四届数据博览会发布了《中国

大数据企业排行榜》，我省的成都四方伟业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
司、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斯沃茨科
技有限公司、四川九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市映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均榜
上有名。

一批批优势企业的迅速崛起，也标志着我
省的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我省信息领域的“新
石油”。

近年来，为了给大数据产业融合发展提供
更大承载能力，我省开展了骨干传输网、无线
城市、互联网际同城直联、数据存储灾备、高性
能云计算等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在全国率先实
现“全光网省”，四川光网覆盖 2400 余万户家
庭，光网宽带用户超过730万户，光网用户平均
上网带宽达到37.9M，位居全国第一。

与此同时，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均在我省有
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布点。据统计，我省在用和
在建数据中心近百个，数据中心总设计机架数
已超十万，这也意味着我省数据中心规模已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

另一方面，随着亚马逊、IBM、华为、浪潮、
腾讯、百度、阿里等国内外企业先后在我省建
设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中心，成都市郫都区大数
据特色产业基地、眉山市大数据中心、泸州市
大数据产业园等项目顺利实施，“互联网+四川
制造”的推进，数量众多的互联网企业和传统
企业聚集了海量的数据。 （下转2版）

四川开启大数据驱动新时代
到2020年大数据产值规模突破1000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易陟杨萍

巴中：消除政务“中梗阻” 畅通振兴发展路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何菊

冲刺万亿级冲刺万亿级 打好进阶战打好进阶战
四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观察四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观察

华蓥市把农村路网建设纳入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重要内容，全
力构建农村路网体系。近两年来，
新建、扩建、改建、黑化或硬化农
村 公 路 达 160 多 公 里 、便 民 路
1120 多公里，极大地方便了山区
群众的生产生活。

图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在四
川省华蓥市禄市镇月亮坡村航拍
的连接乡村生态旅游景点峨凤岭
森林农庄、广安蜜梨基地、梦幻花
海和海棠博览园的乡村旅游公
路。

邱海鹰摄影报道

路网建设铺就
乡村振兴快车道

第三届四川省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16日开幕

“四川扶贫”商标标识产品集中展销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易陟）14日，记者从四

川省商务厅获悉，由四川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三届四
川省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将于8月16日-
18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办。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创新体系、产销联动、助农增
收、精准脱贫”为主题，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实现扶
贫产品与市场精准对接，帮助贫困地区构建便捷、高
效、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实现户户有增收、人人能受
益，推动形成产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
格局。活动期间，将举行开幕式、展示展销、扶贫产品专
项推介、线上线下宣传、市场培训等活动。

据介绍，16日当天，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宜宾
市、广元市代表秦巴、乌蒙、大小凉山、高原藏区四大深
度贫困地区及片区外其他贫困地区做当地扶贫产品专
项推介。专项推介采用宣传片、政府部门代表推介、企
业代表推介等形式。省内外的农产品批发、商超、电商
等线上线下采购企业，还有餐企、机关食堂、学校、社
区、省内金融机构等采购企业现场与贫困地区政府部
门、企业、贫困户精准对接、选购当地扶贫产品。

除此之外，为期三天的集中展示，将通过线上线下
集中展示和现场销售“四川扶贫”商标标识扶贫产品，
旨在帮助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农副土特产、加工农产品、
食品、饮料（含酒类）、农村特色工艺品等拓宽销售渠
道、扩大销售市场。据悉，线下展场占地面积10000平
方米，主要有展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秦巴山片
区、乌蒙山片区88个贫困县和片区外其他贫困地区72
个有扶贫任务的非贫困县的扶贫产品。

都江堰水利工程
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

四川经济日报讯 北京时间 14日凌晨，在加拿
大萨斯卡通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 69届国
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都江堰水利工
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这是都江堰第三次

“申遗”成功。
此前，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两次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青城山景区联手
申遗，当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2006年，作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都
江堰—青城山风景名胜区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 3世纪，是我国古代无坝
引水的代表性工程，以“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和“深
淘滩、低作堰”等技术特点著称，引长江支流岷江之
水灌溉成都平原，目前灌溉面积1000多万亩。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主要收录全世界具有重大
意义的灌排水工程，也被称为“灌溉工程界的诺贝尔
奖”，由国际灌排委员会于2014年设立，目的是保护、挖
掘和推广具有历史价值的可持续灌溉工程及其科学经
验，每年申报评选公布一批，今年为第五批。 （钟和）

四川经济日报讯 （吴正琪 张挺 记者 李洋 文/
图）8月15日零时起，因泥石流水害中断行车的成昆
铁路将正式恢复开行旅客列车，各趟次旅客列车运
行秩序将逐步恢复正常。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为了确保汛期运输安
全，铁路部门将适时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
的旅客可通过登录12306网站或@西南铁路官方微
博查询最新动态，以便妥善安排出行。

第三批全省PPP示范项目公布
20个项目总投资超250亿

四川经济日报讯 四川省财政厅日前透露，经
对申报项目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四川省
评定并公布了第三批全省PPP示范项目20个，总投
资251.26亿元。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强示范引领、打
造样板标杆，推动更多PPP项目“高标准、规范化、多
领域”落地实施，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组织了
这次 2018年全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
目遴选。本次示范项目遴选坚持注重引导规范运作，
突出示范引领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国务院确定的推
广PPP模式成效明显市县、深度贫困县、民营资本参
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项目。遴选出的示范项目分布
于全省 9市(州)14县(市、区)，涉及基础设施、公用事
业、农林和社会事业三大领域，交通运输、城镇综合
开发、市政工程、环境保护、水利建设等8个行业。

下一步，相关市县财政、发展改革部门将会同有关
部门提供持续业务指导，加强示范项目动态管理，建立
项目绩效跟踪制度，督促项目实施机构切实履行管理
责任，确保执行中不走偏变异。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将进一步健全示范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对实施过程中
出现运作不规范、实施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信息披露
不到位的项目，取消示范项目资格。 (颜斯睿)

成昆铁路各趟客车今日起恢复运行

成昆铁路泥石流水害抢险顺利完成

不久前，我省召开解读四川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第七场新闻发布会，聚焦构建具有
四川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会上重点剖析
了“5+1”现代产业体系，提出着力将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打
造成主营业务超万亿元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

“1”就是数字经济。目前，我省数字经济规
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并且保持高速的增长态
势，增速排名全国第4位。数字经济总量高速增
长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大数据也是数
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近年来，大数据产业已成为新一轮技术制
高点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我省依托独特的区
位、产业、电力、政策优势和条件，将发展大数
据产业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重要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数量全国第一；光纤宽带端口排
名全国第四；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七；
大数据应用指数全国第三；数联铭品、映潮科
技、勤智数码、四方伟业等一批大数据优秀企
业迅速成长……

为加速布局全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我
省提出“以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产业融合
创新为核心；汇聚大数据要素资源、高端人才
和优秀企业；推进大数据示范应用，培育大数
据骨干龙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到2020年，建成
国内一流、中西部地区领先的大数据产业基
地，大数据产业成为全省新兴支柱产业，大数
据产值规模突破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增值3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