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01版 2023年共纳入项目60个，总
投资 6187.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96.9
亿元。截至2023年3月31日，年度已完
成投资110.4亿元。

产业项目完成投资率38.4%

走进一汽解放商用车广汉基地，繁
忙的生产线上，一辆辆商用车正由一颗
螺丝、一块铁板、一张玻璃等汽车零部
件组装而成。作为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产业项目，今年 3 月 30 日，一汽解放
商用车广汉基地迎来首台整车下线，进
一步完善成都都市圈商用车“链主+配
套”产业格局。

成德眉资 4 市产业基础具有互补
性，具备推动制造业区域分工协作、产
业联动的有利条件。当前，成德清洁能
源装备产业加速成链，成都金堂和德阳
经开区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加快建设；成
眉锂电产业协作配套显著提升，成眉间
中航锂电、锦源晟（眉山）新能源电池正
极材料全产业链等项目加快建设投产；
成资医疗器械产业底座逐步夯实，中国
牙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口腔装备材料
产业集聚区。

据悉，成都都市圈作为四川省建设
制造强省的重要引擎，2023年共纳入产
业发展项目 46 个，总投资 1941.9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29.5亿元。截至2023年

3 月 31 日，年度已完成投资 126.4 亿元，
完成投资率38.4%。

加快建设家门口的医院、学校

2023年，成都都市圈共纳入公共服
务项目 41 个，总投资 2436.2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74.1 亿元⋯⋯走进都市圈，
到处洋溢着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火热
氛围。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
院建设现场如火如荼，预计 2025 年将
投用；四川大学眉山校区一期项目展
厅正在建设中，办公区已基本建设完
成；四川大学华西东部医院一区 1 号楼
竣工；天府锦城实验室竣工投用；四川
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天府医院二期正加
快建设。

随着都市圈内优质服务不断均质
化发展，一季度里的都市圈收获满满，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评选中，
四川仅“两席”，成都眉山两地携手入
围。同时，成都都市圈新晋 4 家“三甲”
医院。

省同城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3 年 3 月底，公共服务项目完成年度
投 资 67.5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38.8%。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欢 周
鸿 陈星竹

张家沟村的樱桃种植面积约1000亩，主要分布在张家沟村4社、5社、
6社，樱桃品种以翅柄樱桃为主，也有红妃、黑珍珠等樱桃品种。

点位2 丹景街道张家沟村

高明镇樱桃种植面积约3500亩，主要集中在东风村、五指村和三大湾村，其
中五指村樱桃种植面积约1000亩。由于高明镇地处龙泉山脉，山上山下的樱桃
有500米左右的海拔差，樱桃的成熟时间不一，采摘季能持续一个月左右。

点位 3 高明镇五指村

武庙镇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400余亩，有红妃、黑珍珠、白沙、脆皮等多
个樱桃种类，主要分布在付夕坪村、竹园村、武庙社区。因得天独厚的海拔
优势与自然生态环境，武庙镇的樱桃“天生丽质”、口感极佳。

点位 4 武庙镇竹园村马道子

海螺镇樱桃种植面积120亩，主要集中在坛罐社区8组翔龙湖畔。今年
樱桃挂果面积约80亩，以红樱桃为主，还有少量的红妃，均已成熟，等待采摘。

点位 5 海螺镇坛罐社区

大屋沟村樱桃园采摘基地位于成都东部新区董家埂镇大屋沟村4社李
家祠附近，占地约120亩，主要有红妃、云雾、冰糖３个品种，均已成熟上市。
此外，樱桃园还提供吃柴火鸡、品茗、垂钓等餐饮、娱乐活动。

点位 6 董家埂镇大屋沟村4社

点位1 贾家街道樱桃沟快乐村
贾家樱桃沟景区，核心区位于贾家街道快乐村，整个景区樱桃种植面

积达4万余亩，是成都最大的樱桃种植基地，有20多个樱桃品种任你挑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长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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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启动的未
来公园社区，每个项目都明确了自身
的重点发展方向。

关注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岔 TOD 未来公园社区依托三岔地
铁综合开发项目，将打造“高能级的
商业繁华之芯、功能复合的枢纽门
户区”；交子金融未来公园社区（锦
江片区）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新空间，

致力于打造国际知名、全国一流的
金融商务区⋯⋯

关注科技创新领域，柳江未来公
园社区着力构建“生物科技未来版
图、产城融合未来社区、城园共生未
来场景”，打造中国西南生物经济科
创高地；同欣未来公园社区打造四川
乃至全国航空领域的创新需求与资
源供给地、创新人才聚集地和创新生

态示范区⋯⋯
以传承文化历史为主，罨画池未

来公园社区注重激活辖区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具有古城街巷生活、历史
记忆、时尚体验特色的未来公园社
区；白塔状元文化未来公园社区着力
打造创意多元的公园新社区⋯⋯

可以说，此次启动的未来公园社
区项目建设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对
人的需求、人的感受、人的发展高度
关注，“提升市民对公园城市的美好
体验，正是我们此次启动建设的目标
所在。”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说。

拉孟出生在四川省色达县，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噶玛嘎孜画
派）的传承人。在武侯区吉福社区拉孟
绘画艺术交流中心，这里既是拉孟的工
作室，也是教室。从 1998 年起，拉孟就
开始收唐卡学徒，先后减免了数百名学
生的学费。2017年，拉孟家庭获得四川
省文明家庭称号。

走进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一幅
幅色彩鲜艳、精美绝伦的唐卡绘画作品
陈列眼前，三个工作室曾先后容纳过
1400余名唐卡学徒。

“有一些家庭很困难，为了学习唐卡
绘画，从青海等地来到成都；有些失去了

双亲，我不忍心他们无依无靠。”拉孟说，
遇到家庭贫困的孩子，拉孟不仅免除他
们的学费，甚至负担他们在这里学习时
吃穿住行的费用，一直坚持了20多年。

20 多年来，在拉孟所教过的 1400
多名学徒中获得国家一级画师、二级画
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传承人称
号的就有近 50 个。“我想将唐卡这一民
族文化发扬光大，也想让那些曾经和我
同样家境的孩子能够走出贫困，用一技
之长养活自己。”这是拉孟一直以来秉
持的理念。

为了增进学生们与社区居民的感
情，拉孟还组建了民族团结歌舞队，同时
建立起民族团结志愿者队伍，学生们闲
暇之余为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公园、
街区是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4月
17日，记者分别前往我市的部分公园和
网红街区进行探访，发现这些地方风景
优美、环境整洁、市民也都能够做到自
觉爱护环境，许多点滴之处都能够将文
明体现出来。

点位：成华公园

垃圾入桶 绿道干净整洁

成华公园位于锦江河畔，是附近居
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昨日上午11点，
记者来到成华公园进行探访，这里绿树
成荫、环境整洁，市民大多能够做到文
明游览，整个公园文明氛围浓厚。

走进公园，记者观察到这里的环境
秩序良好，人行绿道干净整洁，附近的
垃圾桶也未出现爆桶的现象，市民都能
够自觉做到将垃圾入桶。来到河边，记
者观察到河水十分清澈，水面上并未漂
浮任何垃圾。

由于园区是从游乐园改建而来的，
所以园内还遗留了许多游乐设施。记
者在探访中发现，园内的游客大多都能
做到文明游览，孩子们也都能够做到文
明游玩，不随意攀爬游乐设施。

“这里环境很好，并且还很干净，我
们作为家长很喜欢带着孩子过来游

玩。”市民朱先生说，美好的环境需要大
家齐心去维护，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
才能变得更好。

点位：东郊记忆

静静观赏 游玩秩序井然

东郊记忆是成都一段历史记忆的
载体，经过长期打造，成为颇有名气的
文化创意街区。这里虽然游客众多，但
文化氛围与文明素养并肩齐行，呈现出
一派和谐景象。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东郊记忆文化
产业创意园。进入园区大门，映入眼帘
的是宽阔的主干道，路面干净整洁，两
旁树木偶尔有树叶飘落在地上，也会被
清洁人员及时清理，没有行人乱扔垃
圾，大家自觉维护着环境卫生。

记者看到，有学校组织学生开展户
外教学活动，他们以班级为单位原地休
整。虽然好奇兴奋，但在老师的组织
下，学生们没有高声喧哗、随意跑跳，并
没有打扰到周围其他行人。休整结束
后，大家把自己的垃圾打包收好，没有
残留在原地。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
主动将垃圾袋扔进垃圾桶，然后排好队
依次前往下一个参观点。

与此同时，道路两边的商家规范经
营，没有违规占用人行道，确保了人行
道的畅通，一些遛狗的市民也牵好狗
绳，自觉践行文明遛狗，以防惊扰他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垃圾入桶环境靓 细语轻声文明显

拉孟家庭：

常年资助贫困学生 培养千名唐卡传承人

■实现23个区（市）县全覆盖
■17个布局在“三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
■10个布局在环城生态公园 成都新添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位，

更是城市文化融合、市民凝聚

力和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场

所。在成都这座公园城市，社

区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去年启动首批25个未

来公园社区建设的基础上，

17日，成都正式启动第二批

未来公园社区项目建设。据

悉，此次启动的未来公园社区

达50个，实现23个区（市）县

全覆盖，其中有17个布局在

“三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

10个布局在环城生态公园。

成都为何重视未来公园

社区？此次启动的未来公园

社区有什么特点？今年成都

又将如何建设未来公园社区？

个未来公园社区

“作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细
胞工程和筑基工程，未来公园社区最
朴素的逻辑在于更好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直观的成效在于
更好提升市民对公园城市的美好体
验，最长远的考量在于更好形成城市
未来竞争力的微观单元。从营城逻
辑来讲，未来公园社区是成都推进超
大城市转型发展进行的一次创新探
索，也是成都外塑形象内强功能催生
的一片价值蓝海。”在成都市未来公
园社区建设现场推进会暨工作推进
专班全体会议上，市委社治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因此，未来公园社区不同于传
统的城市开发区域和社区管理服务
单元。”该负责人介绍，其空间和功能
特征是在 0.5 至 3 平方公里左右区域
内，以片区综合开发和场景营造为方
式，打造功能布局均衡、产业特色鲜
明、空间尺度宜人、山水人城和谐共
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和市民生活
共同体。

由此可知，建设未来公园社区，有
很多必选项——它将致力于打造多元
耦合、内生链接的复合功能；将致力于
打造全龄友好、品质多元的生活场景；
将致力于推行全息感知、敏捷高效的
智慧治理；将致力于建设睦邻互助、普
惠友好的共享社会。

2022 年是成都推进未来公园社
区建设的元年，全市范围共启动了首
批25个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实施项目
218 个，年内竣工项目 104 个，实际完
成投资约 328.2 亿元，招商引智签约
项目 42 个、协议总投资超 700 亿元，
为未来公园社区建设积累大量经验。

近日，成都市委社治委进一步推
出 2022 年成都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十
大优秀案例，将成都东部新区蓝绸带

未来公园社区、锦江区白鹭湾未来公
园社区、金牛区天府艺术未来公园社
区、武侯区芙蓉美谷未来公园社区、
成华北湖未来公园社区、温江区红桥
未来公园社区、新津区“TOD+5G”未
来公园社区、彭州市龙兴秀城未来公
园社区、大邑县五矿西湖未来公园社
区、蒲江县铁牛村未来乡村公园社区
的成功经验进行分享。

站在新的起点，成都将如何进一

步建设好未来公园社区？“落实传导
公园城市示范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要求，我们今年将
从突出科学规划引领，深度优化未来
公园社区空间布局、放大投资拉动效
应，纵深推进未来公园社区项目建
设、强化营城模式创新，持续提升城
市发展与治理精细化水平、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持续提升未来公园社区
建设工作效能 4 个方面开展未来公
园社区建设。”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
人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实习记者 杨帆

为什么建设？
推进超大城市转型发

展进行的一次创新探索

有什么特点？
关注人的需求、人的感受、人的发展

怎么样建设？
落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要求

5万亩樱桃红了！

樱花散尽挂红果，粒粒玉珠满树梢。走进东部新区樱桃沟景区，起伏的山间绿树成荫，远远地
能看见星星点点的艳红藏匿在葱茏之间，挂满枝头的樱桃如红宝石般晶莹剔透、色泽诱人。

近年来，东部新区贾家街道、丹景街道、高明镇、武庙镇等多个镇（街道），立足于龙泉山脉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局域气候优良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樱桃种植产业，目前，新区的樱桃种植面
积已经超过了5万亩。为了让大家实现采摘+品尝的双倍快乐，连日来，记者多路打探到各点位樱
桃的最新消息，梳理6个樱桃采摘点位推荐如下：

村里办起樱桃节
新/闻/特/写

游客在樱桃园拍照留念

蓝绸带未来公园社区项目效果图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攻略来了

“盼望着，盼望着，三年前栽下
的樱桃就要红了。”4 月 16 日，距温
江寿安百花社区的首届樱桃节开
幕已不到一周时间，百花社区的村
民既兴奋又忐忑。其中，最紧张的
当属这件事的操盘手——百花社
区党委书记徐一菡。

进入 4 月以来，随着一天一个
大太阳，樱桃在快速变红中。“根据
樱桃的成熟程度，我们把第一届樱桃
节定在4月22日。”4月11日，记者在
百花社区见到徐一菡时，她正同种植
樱桃的村民一起，筹备即将到来的樱
桃节。怎么宣传“打响头炮”，游客来
了怎么组织交通，怎么新建临时停车
场，采摘樱桃怎么定价，为游客提供
哪些服务，怎么把周边的餐馆组织起
来搞接待⋯⋯“创业团队”七嘴八舌
地讨论着，为充满新鲜感的新事业兴
奋不已。

“据我们调查了解，温江还没

有其他种樱桃的果园，我们算是第
一家。”徐一菡说。寿安镇百花社
区地处温江、郫都、都江堰交界地
带，方圆二十里樱桃园都属稀缺
品。“我们有信心，樱桃会引来四面
八方的游客。”

“现在这个大太阳，每晒一天，
就又有很多樱桃变红！”村民罗忠
荣高兴地对记者说。在他的带领
下，记者沿着林荫小道走进樱桃
园，只见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大
棚两侧安装了防护网，以保护樱桃
不被鸟儿啄食。罗忠荣边走边察
看着樱桃树结果的情况，还不时将
高处的枝丫拉下来用线绳固定，以
方便接下来游客采摘。

百花社区的樱桃节即将开幕，
新产业会带来怎样的新收成，徐一
菡、罗忠荣，还有百花社区的村民，
都在拭目以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完成年度投资305亿元
2个项目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全面开展“六个一批”揭榜挂帅专项行动

上接01版
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路径，围绕

状态更新实时化、监测预警智慧化、问题
处置协同化目标，成都将升级成都市投
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搭建重点项目
全生命周期管理智慧调度平台，完善“线
上+线下”“行业+综合”协调机制，推动
项目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在不同的行业项目，成都创新搭建
行业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例
如——

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建立重大
工业项目促建管理服务平台；聚焦建筑
领域，以建筑（项目）“审批环节+运维管
理”为主线，构建资源公开、流程透明、
数据共享、部门协同、治理闭环的建筑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为加快推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形成实践成果，《实施方案》明确将全面
开展“六个一批”揭榜挂帅专项行动，坚
持优中选优、重中之重，建立“六个一
批”（谋划储备一批、招引洽谈一批、落
地投运一批、培优育强一批、激活提升
一批、政策扶持一批）年度项目清单，鼓
励区（市）县、市级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探
索创新、先行先试，开展揭榜挂帅、挂图
作战，不断增强项目谋划储备、招引洽
谈、落地投运质量，推动政策扶持精准
发力，项目培优育强、激活提升取得突
破进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制
图 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