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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经 济

6日举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贸易促进大会提出，通过
率先开展贸易制度创新试点，助推“中国芯”

“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发展。
据介绍，2021年在海关部门支持下，浦东

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入境检
疫改革试点，为特殊物品进口建立闭环管理模
式，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同时，深入开展上
海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基于供应链安全
风险评估结果，对近千家浦东新区企业适用快
速通关，整体进口通关时间压缩20%。目前，浦
东新区已建立市区两级工作机制，首批生物医
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已于近日公布。同
时，浦东新区还加大减免税扶持力度，对临床
研究的药品免征进口环节税，对经认定的研发
机构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税。

（以上均据新华社）

上海浦东率先试点贸易制度创新
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国国家创新能
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基础前沿领域
取得重大原创成果，国际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人
工合成淀粉；战略高技术取得新进展，“天问一
号”开启火星之旅，“羲和号”实现太阳探测零的
突破，神舟十三号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海
斗一号”全海深潜水器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1月6日，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
京以视频形式召开，总结2021年科技工作，部
署 2022 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1 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国科技界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各项任务
扎实落地，科技创新在防控疫情、推动高质量
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国家创
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上升至世界第12位

■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新华社记者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
中，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
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2020 年 1月 3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基础设施“连线成网”到携手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大力推进改
革创新到打造开放新高地——重
庆、四川共下“一盘棋”，共担新使
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全面提速。

基础设施之变：重大项
目密集落子，交通体系“连线
成网”

新年伊始，成渝之间最顺直、最
高效的客运直连通道——成渝中线
高铁正加快建设中。

2021 年 9月 26日，重庆、成都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宣布成渝
中线高铁建设全面启动，建成后将
成为我国建设标准最高、运行速度
最快的高等级高速铁路。

从2020年1月进入勘察设计招
标阶段，到2021年8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再到9月
全面启动建设，成渝中线高铁仅用
一年多就落地建设。

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短
板，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
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两年来，一系列重大项目密集
落子，相连成势，一张内畅外联的互
联互通网络愈加清晰——

陆上，路网更密、距离更短。除
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建设外，郑万高
铁全线铺轨贯通，成达万高铁、渝昆
高铁川渝段等项目加快建设。渝黔
高速公路复线建成通车，四川南充
至重庆潼南等高速公路正加快建
设，川渝省际高速公路达13条，其
中在建7条；

水上，航运能级更高、航道更通

畅。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重庆
新生港开港运营，涪江双江航电枢
纽、万州新田港二期等项目开工建
设，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建设加快
推进；

空中，川渝世界级机场群正加
快形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
运，重庆新机场推荐场址已通过民
航局行业审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正加快
建设；

……
新的规划正陆续出炉——国家

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提
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轨道上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道交通总
规模达到1万公里以上，完善重庆、
成都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四通八
达。一个个重大项目正“连点成线、
连线成网”，将成渝地区与世界其他
地区的时空距离迅速拉近。

新基建领域，川渝也跑出“加速
度”。目前，川渝累计建设5G基站
超13万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
渝国家枢纽节点、量子通信网络“成
渝干线”等加快建设，成都超算中心
已纳入国家超算中心体系……

来自川渝两省市发展改革委数
据显示，仅2021年，川渝就推进实
施合作共建重大项目67个，已完成
投资934亿元。

“这么多重大项目在川渝密集
落地，以前很难想象。”重庆市发展
改革委主任董建国说，未来成渝地
区只有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才
能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和高效聚集。

产业协作之变：川渝携
手补链强链，产业“浓度”加
快提升

宜宾三江新区，四川时代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全球动力电池
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

机器人往来穿梭，工人们紧张
忙碌。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生产、包装完毕后，3小时内就能出

现在重庆、成都多家整车厂的生产
线上。

“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既有重庆
的长安、中车恒通，也有成都的沃尔
沃、四川客车等，落户成渝中间地带
的宜宾，能更好地兼顾两大市场。”
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杨伟平说。

这是川渝产业协同发展重点项
目之一。此前，川渝产业聚合不足，
存在产业同质竞争、企业创新能力
偏弱、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等问
题。

两年来，川渝协同补链强链，携
手构建高效分工、相互融合的现代
产业体系——

优势产业正实现相融互促。川
渝联合成立汽车、电子产业工作专
班，共建产业链供需信息对接平台、
联合对外招商、共建产业合作园区，
两大产业全域配套率已达 80%以
上，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万亿级产业集群开始打
造。川渝日前审议通过的《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实施方案》提出，计划到
2025年，川渝装备制造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将超过1万亿元，世界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科技创新要素正加快聚集。川
渝正联合打造中国西部科学城，推
进科技资源共享、技术转移服务平
台共建，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
等平台已启动建设，两地合作成立
50亿元科创母基金，投资重点领域
科创企业；

……
数字无言，发展有痕。成渝地

区产业“浓度”正加快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

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3%，电子产业增长33%，四川这
两个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4%和
27.4%；重庆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增幅均超30%，四川规
上高技术产业增长21.4%。

近日正式印发的《成渝共建西
部金融中心规划》，将为成渝地区产
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规划提出，成渝地区到2025年
初步建成西部金融中心，金融体制

机制更加优化，金融机构创新活力
不断增强，金融开放程度显著提高，
金融生态环境明显优化，金融营商
环境居全国前列。

“川渝携手补链强链，将推动成
渝地区更好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带动
西部高质量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西
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

改革开放之变：制度创
新敢为人先，开放新高地正
在崛起

华蓥山脚下，川渝交界处。
2020年底，在四川广安市邻水

县高滩镇与重庆渝北区茨竹镇交界
地带，川渝批准启动建设首个跨省
域新区——川渝高竹新区。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高度同构，
有时限制了要素自由高效流动。高
竹新区则承担起探索行政区与经济
区适度分离的改革重任。

改革，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
广安和渝北分别抽调干部组建高竹
新区管委会，共同出资组建高竹开
发公司，土地、财税、人才等政策择
优使用、集成共享，双方将实现规划
编制、基础配套、交通建设等多方面
的一体化。

如今在高竹新区，经济要素跨
省高效流动已取得初步突破。截至
目前，高竹新区已累计入驻企业167
户，签约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3个，
高竹开发公司获23家金融机构可用
融资贷款33.6亿元。

“在这里，既能享受广安较低的
要素成本，又能择优享受两地优惠
政策，我们果断投资3亿元，在高竹
新区建设智能幕墙产业园。”重庆玺
景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成虎
说。

两年来，川渝以打造改革开放
新高地为目标，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

成渝两地正积极合作开展国资
国企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川渝已
完成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协同立法，
成渝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建设正加快推进，210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川渝通办”，累计办理量超
过589万件……

改革快马加鞭，开放加快推进。
2021 年 1月 1日，重庆团结村

站和成都国际铁路港，两地首列中
欧班列（成渝）号列车同时发车。这
是全国首次实现跨省市中欧班列合
作，双方将统筹优化班列去回程线
路和运力资源。

瞄准制约扩大开放的障碍，川
渝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联合“13+
1”省区市共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台；共同推动长
江水道进出口通关便利化；共同推
动川渝机场集团交叉持股，强化机
场协作运营……

如今，在地处“一带一路”与长
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开放
新高地正在崛起——

向东，长江黄金水道正不断优
化，重庆还开通渝甬班列，货物直抵
宁波舟山港，再通达世界各地；

向西，2021年前三季度，中欧班
列（成渝）号开行超3800列，同比增
长26%，开行量和货值均领跑全国；

向南，以川渝为主要支撑点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2021年前三季度
目的地已拓展至106个国家（地区）
的308个港口，铁海联运班列、跨境
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开行
量同比分别增长77%、37%、65%；

向北，从成渝地区出发的国际
班列，北上穿越西伯利亚直达莫斯
科，开行频次正不断加密。

……
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川

渝外贸进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
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770.3亿元，
同比增长27%；四川外贸进出口总
值6692.1亿元，同比增长14.4%。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成
渝地区已成为我国向西、向南开放
的窗口。”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
说，唱好成渝“双城记”，将有力助推
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记者李勇、惠小勇、张桂林、赵
宇飞、江毅、李力可）

（新华社重庆1月6日电）

共下“一盘棋”共担新使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

当本应为公众使用互联网提供便利的算法变
成算计时，加强监管以防技术被滥用就势在必
行。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当其
时。

算法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技术手段，指通过个
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等向用户提供信
息。对互联网平台来说，算法无疑是利器，既能快
速有效筛出用户需求，满足其浏览阅读需要，又能
及时锁定“金主”，通过“看人下菜碟”实现平台经
济利益最大化，似乎是一种“双赢”。

然而，“被偏爱的有恃无恐”。通过算法向
用户推送浏览阅读内容存在强制的特性，忽视
了用户后续是否需要。更严重的是，一些平台
通过大数据“杀熟”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利用
算法诱导用户沉迷网络、过度消费，靠流量造
假、刷量控评等影响网络舆论，甚至向年轻人推
送特定不良信息……当算法变成算计，就滋生出种
种乱象。

滥用算法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市场秩
序和社会秩序，挑衅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平公正
和网民合法权益，必须加以整顿，促使其回归正确
轨道，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服务。

法律法规的价值全在于执行落实。期待《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能得到切实执行，
使算法技术在尊重用户、造福社会的前提下实现
规范健康发展。

算法不能变成算计

在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前夕，南京铁路公安处联合南京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在南京火车站举行
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节日。图为1月7日，民警和旅客在活动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7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14部门近日联合发文部署
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要求统
筹兼顾客货运输，努力保障疫苗、煤
炭、天然气、粮食、民生物资、农资等
重点物资运输需求。

2022 年春运将从 1月 17日开
始，2月25日结束，共计40天。《关
于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的意
见》要求，组织引导错峰出行减少人
员流动。科学精准做好分区分类出
行管理，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
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减少对
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疫情中高风
险有关地区及高风险岗位人员出行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执行。引导

错峰返乡返岗，在春节期间安排职
工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依法支付加
班工资。组织错峰放假开学。减少
长距离旅游出行。

意见强调，严格落实春运疫情防
控措施，加强健康监测和人员防护，
加强客运场站和交通工具防控，加强
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强化运力供给
优化出行服务。强化货物运输保障，
引导支持物流、快递等企业春节假期
保持正常运营，疫情重点地区要保障
疫苗及其半成品、医疗防护物资、民
生物资、能源物资、农用物资、抢险救
灾物资等重点物资运输畅通，及时公
布对货运车辆的防疫检查措施和通
行条件，积极为司乘人员提供便捷的
核酸检测等服务，根据需要及时启动
应急物资运输中转站。

14部门发文部署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7日从民航局获悉，民航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日
前联合印发《“十四五”民用航空发
展规划》，预计到2025年，民用运输
机场数量达到270个以上，保障航
班起降1700万架次，运输总周转量
达到 1750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9.3亿人次，货邮运输量950万吨。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司长韩钧在
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分
析历史增长、行业资源和需求预测，
尤其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发展阶段
的特殊性，规划将民航“十四五”分
为2年恢复期和3年增长期两个发
展阶段，对发展目标的着力点加以
区别，以期提高规划的引导性和精
准度。

“十四五”末我国民用运输机场预计将达270个以上

乐山市五通桥供电电器装修厂（社会信用代码：511112207150356）应抵退2012年企业所得税16961.29元。
乐山市五通桥区泰宏煤业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511112572754211）应抵退2012年企业所得税100767.07元。
乐山市五通桥区润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511112588380672）应抵退2014年企业所得税600.00元。
乐山市五通桥区志强运输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511112669552560）应抵退2013年企业所得税4532.52元。
乐山市国亨煤业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511112682369701）应抵退2013年企业所得税1432.71元。
四川大泰矿产品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054134581Q）应抵退2017年企业所得税8648.72元，应抵退2018年企业所得税1471.63元。
乐山市川煜贸易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080708278Y）应抵退2014年企业所得税361.63元，应抵退2015年企业所得税1505.51元。
四川嘉星燃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572799647F）应抵退2012年企业所得税255.25元。
乐山市鑫龙化工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5842151000）应抵退2013年企业所得税1265.83元，应抵退2015年企业所得税361.55元。
乐山市五通桥区冠华木业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MA62835R4T）应抵退2019年企业所得税33.55元。
以上企业因纳税申报存在多缴税款情形，请于本通知事项在媒体公告之日起15日之内到税务机关办理退税事项。
地址：五通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五通桥区中心路203号政务服务中心2楼6号通道）
联系人：李方媛 联系电话：0833-3322502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五通桥区税务局
2022年1月5日

广告

公 告

我院经理事会决定注销。为保障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请与我院有未
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时来我院进行登记确认。

一、债权、债务范围：2013年1月4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债权、
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
三、登记地点：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中段326号。
四、登记凭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梁老师
联系电话：15183365028

乐山口腔医院
2022年1 月 7日

广告

债权债务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