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傅，拿一袋柠檬回去泡水喝，身体
舒服点。”12 月 16 日，在崇州市崇阳街道
一商家门口，停放着一辆装满新鲜柠檬的
货车，工作人员一袋接一袋地将柠檬送给
前来领取的市民，忙碌了整整一天。据了
解，这些柠檬由当地一名“90 后”创业姑
娘曹婷婷购买，共 10000 斤，免费送给市
民。她说，因最近感冒发烧的市民比较
多，柠檬走俏不好买，她便购买了一批新
鲜柠檬免费送给市民，想为大家尽自己的
一点力量。

前些天，曹婷婷在家里发烧、咳嗽，
十分难受，听说喝柠檬水会舒服一些，便
让妈妈去买柠檬，没想到 4 个柠檬花了
29 元，贵得让曹婷婷惊异。于是，她产生
了给居民送柠檬的想法，并立即联系了
种植柠檬的亲戚，询问行情，火速买下
10000 斤新鲜柠檬，连夜赶往安岳县拉了
回来。

为了能快速分发，不让居民在发放现
场逗留聚集，她和员工提前将散装柠檬进
行了分装，每袋4 个有一斤左右，忙了一下
午。同时，她将免费赠送柠檬的事情告知
了社区，社区表示感谢和支持，并派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参与发放。16 日当
天，曹婷婷他们从上午8点发到晚上8点才
发完，“手都发软了。”

“她是我们社区的一名商家经营者，
在当地做生意很多年了，平时就比较热衷
公益。”在崇州市崇阳街道杨祠街社区党
委书记肖莉眼里，曹婷婷多年来做过不少
公益善举，送柠檬并不是图“名气”，而是
真正为居民做事。

据了解，曹婷婷做过的公益确实远不
止这一件。今年疫情的时候，崇州有个小
区 800 多户居民被封控在家中，不能下楼，
得知该消息她第一时间联系了社区，并购
买了 800 份由鸡蛋、大米、蔬菜包组成的物
资，让员工送过去。在她捐赠后，其他企
业也陆续加入到爱心接力，牛肉、蔬菜包
等各类物资送到了居民手中。此外，她还
给骑手们捐赠雪地靴，给残疾人学校的孩
子们买爱心书包，为甘孜州的贫困学校捐
资捐物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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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之善主人公
共同开启“温度剧场”

2022 年，“平凡之善·寻找身边的成都温度”
城市公益宣传系列活动共挖掘报道了60余个成
都暖心故事，为269位平凡之善主人公、报料人、
传播者送出“平凡之善”定制公交套卡。昨日，多
位“平凡之善”的主人公受邀来到活动现场。

不顾自身安危制服持刀歹徒的“成都六勇士”
之一范贤明、被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点赞的“爱心钱
盒”发起人刘本福、成功抢救晕倒男子的医生周利

强、勇救落水父子的蓝天救援队队员芶少林和刘
进、路遇大火果断出手的志愿者徐远隆等“平凡之
善”主人公来到了现场，共同开启“成都温度剧场”
的幕布，和市民一起重温那些温暖的瞬间。

90 后珠宝店老板刘本福，是“爱心钱盒”的
发起人，他的初衷是想帮助遇到急难的路人临
时解决一顿温饱。刘本福现场表示，“今天受邀
来到‘温度剧场’非常荣幸，成都是一座有爱的
城市，是一座文明的城市，我以后会保持这份善
意，多做好事，让我们的城市一直温暖下去。”现
场，其他“平凡之善”的主人公也呼吁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做好事的行列，为社会传递更多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遇到这样
的事情都齐心协力搭一把手，让这座城市更温
暖更有爱心。”“成都六勇士”之一范贤明表示。

市民写下观后感
点赞平凡之善故事

据了解，“成都温度剧场·遇见成都暖心一
幕”主题活动以“温度剧场”的概念，围绕“平凡
之善”主题设计，汇聚2022年平凡之善故事中的
暖心话语和视频，通过不间断放映一个个平凡
之善的故事，让走进“温度剧场”的市民可以第

一时间感受到成都暖意。
昨日，走进“成都温度剧场”的市民，通过现

场屏幕观看了2022年“平凡之善”短视频。“每一
个人，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文明有
爱的言行去感染更多的人，就能推动城市不断
向善、向上、向美、向好”“榜样，可以是挺身而出
的英雄，也可以是普通人平凡的善举”⋯⋯在现
场，不少市民写下互动“观影感言”，为平凡之善
故事由衷感动，向平凡之善人物致敬。

全城派送暖心包
传递成都对善行的褒奖

此外，活动现场还正式启动了2022年“致敬
身边的成都温度·暖心包公益派发活动”。活动组
织方代表和成都志愿者代表一起将“平凡之善”暖
心包赠送给到场的2022年平凡之善主人公。暖
心包中包括暖手贴、帽子、围巾、手套等好礼。

接下来的一周，由爱心企业与市民志愿者
组建的“成都善·平凡之善”暖心包派送小分队
将正式出发，全城行动，将广泛募集的暖心礼包
派送给 2022 年平凡之善人物，传递成都对善行
的褒奖与倡导。

近年来，“平凡之善——寻找身边的成都温
度”公益活动，以每周一个温暖故事的频率，让暖
心故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传扬。活动开展以来，
挖掘报道成都人的平凡善举1000余件，已为“平
凡之善”主人公发放“平凡之善”卡3000余张，已
开展“成都温度博物馆”主题公交、“开盲盒——
遇见成都平凡之善”等互动活动，带动2000多万
市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文/图

刘晓蓉，成都市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的一
名教师，多年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
指导本班本专业学生多次参加区、市、省和国家
级比赛，多次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将自己高三
班的学生全部送入大学。

“在中职学校，很多学生个人荣誉感和集
体荣誉感都不强，甚至连自我认同感都很低。”
刘晓蓉说，她认为思想道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
重要，经常利用班会课和课余时间，强化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她经常到班上与同学们交流，
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因材施教，常常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辅导学生。“每个孩子都是

一颗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秉持
着这样的教育理念，刘晓蓉不放弃班级每一
个孩子。她常常鼓励孩子，为孩子们搭建各
种平台锻炼孩子的自信心，增强孩子们的自
我认同感。

教室里时刻都看得见她的身影；篮球场上，
她给学生当裁判；运动场上，她与学生奔跑锻
炼；乒乓台前，她与学生一起对垒；学生文娱表
演中，她是一名好导演、好观众；班级故事会上，
她侃侃而谈、倾心而听；公益劳动中，可以看见

她汗流满面地忙碌着；学校重大纪念日里，她还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宣讲员。

她经常带领班级的孩子们认真钻研专业技
能，精益求精，并且根据学生各自的特长有针对
性地进行专业技能训练。2018 年 6 月，在新津
区百万职工叉车技能大赛选拔赛中，班级6位孩
子和全区 21 家单位 73 名职工同台竞技，包揽了
全区前六名的好成绩。在 2018 年 11 月成都市
中高职衔接物流技能大赛期间，她所带班级的
孩子们包揽了全市一等奖。在接下来的四川省

物流技能大赛、全国物流技能大赛中，最终分别
获得了四川省第二名、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

刘晓蓉所带的 2014 级物流 1 班在成都市专
业抽考中获得全市第二名，高三单招全部被录
取，孩子们都进入了心仪的大学；她所带的2016
级物流 1 班的学生在区、市、省和国家级等各级
各类技能大赛上均获得优异成绩，让新津职高
的物流专业在成都市甚至四川省都有一定影响
力，该班学生高三全部考入心仪的大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90后”商家
购万斤柠檬免费送市民

敬业奉献类成都好人刘晓蓉：

与职工拼技能，她的学生包揽前六

成都温度剧场邀你一起遇见温暖

平凡成都人，温暖一座城。22日，在
成都市文化馆内，一个个暖心故事轮番上
演，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观看、打卡。这是

“平凡之善——寻找身边的成都温度”
2022城市公益宣传系列活动特别打造的

“成都温度剧场”。“剧场”内集中展播着
2022年涌现出的60余个成都暖心故事：

“三环路英雄”冒着浓烟解救出被困司机、
“成都六勇士”街头制服持刀男子、商铺老
板摆放“爱心钱盒”帮助陌生人⋯⋯一个
个画面，生动呈现出成都人对文明的守护
和追求；一个个故事，汇聚成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最持久、最深层的动力。

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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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观智库：作为城市功能集聚度、复合度
最高的区域，中心城区应该怎样才能进一步
优化和改善城市职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肖桢：目前，成都市主城五区的城镇化率
均为 100%，已实现完全城镇化。但过去几十
年间，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规划更新速度，这
使得中心城区在城市风貌、基础设施、配套设
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显著短板，
与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有差距。

当前，就主城五区来说，一方面要有序疏
解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
等功能和设施，并做强高端要素运筹、国际交
流交往、现代服务发展、文化传承创新、时尚
消费引领等核心功能，加速推动产业重构，植
入都市工业、楼宇经济等新业态新场景；另一
方面，要持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多层次精准
化配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推动过度集中的
优质公共资源向外辐射，塑造优美环境和开
敞空间，推进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深度融
合。对于其他中心城区，则要加强与主城五
区的功能衔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做强开放枢纽，推动功能差异化提
升，促进人口集聚、产业发展与城市品质提升
良性互动。

锦观智库：城市新区、郊区新城，应该如
何把握自身特色和资源禀赋，提升功能品质
和承载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必要支撑？

肖桢：第一，城市新区和郊区新城应该全
面分析自身发展现状，包括交通区位、产业基
础、历史文脉、自然资源等，在全市全省全国
发展大局中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明确自身发
展定位，放大自身特色优势，做优做强核心功
能、特色功能、基础功能，坚定不移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第二，城市新区和郊区新城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城市经济
由投资拉动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通过着力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优化分配结构，推动产业
和人口的加速聚集，形成“产—城—人”高效
循环。

第三，城市新区和郊区新城还应该积极
拓宽开放合作路径，深入探寻与其他城区携
手发展的共赢点，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
补其薄，不断巩固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舟

理性
求真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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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城镇化

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量质并重”

成都怎么办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潮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省委十二届二次
全会将“城镇化”列为四化同
步的内容之一。随后，四川
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四川省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了四川在“十四五”期间推
进城镇化的“路线图”，同时
《方案》提出，到2025年成都
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更加突
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基本
建成。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
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理解“城镇
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
重大论断？在城镇化的过程
中，四川与成都将面临怎样的
挑战？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全
省主干城市，成都又应该如何
发挥自身的辐射带动作用，实
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量质并重”，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四川贡献更多成
都力量？本期《锦观智库》就
这些问题，采访了成都高质量
发展研究院新型城镇化课题
组负责人肖桢。

锦观智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和把握城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

肖桢：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城
镇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城镇化作为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
空间载体，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充分
的生产要素支持和原始创新，为信
息化提供优秀人才集聚和技术场
景应用场所。

从城市发展实践来看，新型城
镇化战略支撑新时代城市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探索发展、快速
发展和提质发展的过程。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
我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增效新阶
段。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小城
市发展齐头并进，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24 座城市进入 GDP 万
亿俱乐部。

从经济发展任务来看，新型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
2023 年的重点任务。新型城镇化
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
大国内需求的黄金结合点，一边
链接的是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另一边链接的是现代化生产、生
活等高质量供给体系，对促消费
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有巨大促
进作用。

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八大
以来，1.8 亿左右农村人口进城成
为城镇常住人口，城镇新增就业年
均超过 1300 万人，城镇棚户区改
造 3961 万套惠及 9000 多万居民、

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2000 多万户，
就是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
化成果，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好体现。

锦观智库：省委十二届二次全
会指出，四川的城镇化处于加快推
进期。当前，四川的城镇化还面临
哪些挑战？

肖桢：2021 年，四川省常住人
口 8372 万、位居全国第五，但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 57.8%，按照城镇
化后期 70%标准计算，将有超过千
万的农村人口转入城镇，这将给转
入地和转出地带来一系列影响。

首先，是城市体系结构失衡。
目前，四川省内仅成都 1 个超大城
市，没有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
以上 300 万以下）仅有 4 个。城镇
体系的不完善将导致人口城镇化
流向过度集中，不仅给成都带来巨
大城市建设压力，也不利于省内其
他市（州）享受城镇化红利、实现协
同发展。其次，是工业化相对滞
后。工业化进程的滞后不利于城
镇化快速推进。当前，四川省工业
化率较全国低了近 4 个百分点，生
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四
川规模农业发展不足、农业生产率
相对不高，也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
镇转化。第三是人口城镇化滞后
于土地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尚
未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进
城落户意愿不强，产业吸附就业能
力较弱，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

所以，四川特殊的省情决定了
我们必须在“四化同步、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上下大力气，着力解决
发展路径和内驱动力问题，重构城
乡关系、塑造良好发展生态，推动
全域协同联动、在缩小地区差距中
同步实现现代化。

锦观智库：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
调发展的过程中，成都应该如何发挥作为国家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肖桢：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必须积极抢抓
“双城记”“都市圈”“示范区”等战略机遇，做强城
市核心功能，不断提升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
用，建强动能更充沛的现代化成都都市圈。

首先，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增强创新策
源功能，提高科研成果本地转化水平。其次，要坚
持把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根本支撑，加快建设制造强
市，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成都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四梁八柱”。第三，
要坚持提高资源要素运筹能力，不断强化全球资源
调配和区域生产组织能力，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平
台体系，持续增强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运筹功能。第
四，要坚持把扩大内需摆在突出位置。成都拥有
2100 多万常住人口，辐射川渝以及整个西部，近日
又刚刚获国务院批复成为6个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内需潜力巨大。

锦观智库：刚刚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 年）》提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您认为如何才能
激发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潜力和作用？

肖桢：我认为，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
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通过新型城镇化集聚产业、
人口等资源要素，引领经济生产方式和市民生活
方式全面转型，这需要消费端和投资端同步发力，
才能激发释放其巨大的潜力。

从消费端来看，必须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规模。要让市民“留得下来、消费得起、买得舒
心”，就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刚性公共服
务需求供给，大力推动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持
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
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新
市民的消费能力，推动住房、汽车、家电、家具、家
装大宗消费智能化高端化升级。

从投资端来看，必须持续激发城市建设投资
潜能。要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加快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提高城市宜居水平，大
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释放基础
设施投资需求；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市场化多
元化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
与城市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运营，提高项
目收支平衡水平。

把扩大内需和新型城镇化衔接起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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