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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8%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以上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以上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

加快建设重要旅游目的地

围绕打造山水园林宜居城、生态文明示范市、区域综合交通
枢纽，统筹交通、城市和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
宜居度和辐射力。

● 持续打好交通大会战。
推动完善“五大交通网”，完成交通投资260亿元，确保第二

轮交通大会战圆满收官。
发展内河航运网，启动乐山港一期工程前期工作。
加密高速路网，奋力实现县县通高速。
完善铁路网，建成连乐铁路。
完善国省干线公路网，力争开工国道213线天府大道延伸线

等项目。
● 加强宜居城市建设。
实施城市强功能补短板行动。
加快疏旧建新步伐，推动城北新区成型成势。
综合施策缓堵保畅，打通嘉祥路等“断节路”。
主城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3.5%。
●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深化全域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彰显城市绿色发展魅力。
深化污染防治行动，力争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0

天以上。
打好净土保卫战，争创垃圾分类省级示范市。

“园区建设提升年”

2021年经济工作主题

按照“两核两圈两带九组团”布局，深入推进旅游兴市，深耕“四篇文章”，积极争
创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市，力争全年接
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同口径分别增长5%和10%。

●打造康养度假胜地。
实施中医药“治未病”健康工程，打造中医特色“康养谷”。
办好第四届药博会。
积极申办中国大健康产业论坛等活动，宣传推介“乐山乐水、康养圣地”区域品牌。
●加快共建巴蜀文旅走廊。
抓好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方石质文物保护基地建设。
合力建设“大峨眉”旅游目的地。
延伸巴蜀文旅走廊合作空间，丰富区域文旅合作载体，拓展“高铁旅游联盟”。
●加大文旅融合产品供给。
推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力争完成文旅项目投资120亿元。
构建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群落。
培育壮大文创动漫新业态，发展数字文旅。
打造“乐游嘉学”研学旅游品牌。
推动影视、音乐、演艺等与旅游融合发展。
●促进全域旅游连带成环。
实施核心景区扩容提质工程。
实施县域文旅品牌创建工程。
实施全域服务品质提升工程。

●推动现代工业园区增点扩面。
建设“一总部五基地”，推动“4+1”主导产业倍增、工业跨越式发展，四大主导产

业产值达到1300亿元。
支持乐山国家高新区建设“一区六园”，力争引进区域性、功能性企业总部20

家。
打造“中国绿色硅谷”，力争光电信息产业产值规模突破500亿元。
实施“数字乐山”行动，推动“5G+”融合应用，力争新增上云企业200家。
● 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实施服务业行业发展三年行动。
实施服务业主体培育计划，力争新增规模服务业企业和限额以上批零住餐单

位100家。
● 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质增效。
实施农业综合产值千亿培育计划，优化“8+3”现代农业产业布局。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工程，力争新培育经营主体200

个。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和创新核心地位，扭
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
通堵点，补齐短板，融通国民经济循环。

● 拓展投资空间。
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重点

领域补短板和新兴产业投资，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投资，力争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40亿
元。

● 激活消费需求。
建设全省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基础性作用。
● 提升创新能力。
争创省级创新型城市。
推动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市创建。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推动“嘉州英才工程”，与高

校院所合作共建“人才飞地”。
● 深化重点改革。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力争全市地方国企资产规模突破3700亿元，市属
国企集团实现投资120亿元以上。

支持凤生纸业、市商业银行等企业加快上市步
伐，组建乐山农商行，力争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
200亿元。

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创新行政方式，提高服务效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坚持政治引领。
组织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 坚持厉行法治。
启动“八五”普法，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三大平台”融合发展。
推动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体制等改革。
● 坚持严实作风。
抓好数字政府建设，升级心连心服务平台。
建设节约型政府。
● 坚持为政清廉。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
加强公共资金、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工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监管，治理突出问题。

●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保持现有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坚决防止返贫致贫。
深化“百企帮百村”，完善带贫益贫机制，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脱贫家庭至少1人就业。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推进“五联三融”工程示范项目，争创东西部协作示范市。
深化拓展“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办好乐山一中“美姑班”，巩固精神扶贫成果，持续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
●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继续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步伐，新改建农村公路1300公里，实现“金通工
程”全覆盖，新增有效灌面12万亩。

启动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补齐农村环保设施短板。
落实乡村规划师制度，力争新创建“美丽四川·宜居乡村”达标村100个

以上。
●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实施产业集聚提升工程。
推进中心镇改革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城市卫星镇、县域副中心

和特色小镇。
鼓励各地探索产村相融新路径，畅通人才下乡渠道，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和乡土工匠，推动移风易俗。

促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巩固脱贫成效，接续实施乡村振兴，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提升现代产业园区发展水平

坚持把园区作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全面推进产业强市，加快推动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持续扩大内需激发动能

增强区位优势和宜居品质

坚持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民生
活水平持续提升。

●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实施疾病预防救治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力争全市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到3.5万人份。
● 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按照“一岛一策一景一特色”思路，有序推动25个江心岛灾后恢复重建。
统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2万户。
加强防洪减灾能力建设，加固和新建江河堤防45公里，建成竹公溪分洪道。
● 加强基本民生保障。
确保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65%以上。
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力争城镇新增就业4.9万人。
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实施居家养老等七大服务提质行动，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养老等服务，新增养老服务设施11处。
●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文明示范创建，统筹公民道德、网络文明和诚信体系建设。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支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47所，新增学位1.25万个。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市新区医院、市人民医院白塔街院区改造等项目，推进“互联网医生”诊

疗平台、紧密型医联体等建设。
精心筹备第十四届省运会、第十届省残运会和第五届特奥会，办好第八届市运会和第三届市残运会，

升级改造市体育中心场馆。
● 深化平安乐山建设。
完善平安乐山建设工作机制，创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示范城市。
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
实施应急管理能力三年提升计划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着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高位起步 跨越发展
聚焦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