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唐小未） 近日，“西博会”主题列车
在成都地铁1号线正式亮相。该主题
列车共设置六个篇章，包括本届西博
会形象宣传、展会信息，主宾国泰国、
轮值主席单位甘肃省以及主题市绵
阳、资阳相关情况展示，历届西博会
精彩回顾、四川营商环境推介，每个
篇章独具特色，彰显出别具一格的

“西”引力。
第十九届西博会定于6月29日至

7 月 3 日在成都西博城举办。主题列
车将运营至7月5日，以图文形式展示
了展馆分布情况和展览亮点。本届西
博会分为主题展示、专业展示、生活市
集、西博大舞台 4 大板块，展览总面积

约 20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 3500 余
家，将举办各类投资促进活动 30 多
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馆、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馆、区域合作发展馆、企业发展馆
和四川“五区共兴”馆，聚焦数字经济、
氢能产业、养老服务和康复辅助器具
四个专业展，助力构建产业生态圈。
届时，烟火气十足的市集与民族文化
展演活动也将登场，展示西部深厚的
文化底蕴。

此外，本届西博会还将举办第十
二届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等投资促进活动，以及
西部智造、食品饮料、跨境电商等 5 场
专场采购和“西博嗨购促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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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
分离改革，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部
署的重大改革任务。

6月18日-20日，2023
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在德
阳文德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在会议中心中庭，一个
名为“成都都市圈”的展台
吸引了众多展商、参观者的
目光：包括剑南春、水井坊
等成都都市圈内数十个品
牌的酒品，被装列在同一个
展区。

这是省同城化办在推
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改革探索的一个具体举措。

“在以毗邻空间作为探
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之后，如何以产业为
纽带，突破物理空间局限，
推动这项改革‘涉深水’，这
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度探
索实践！”省同城化办相关
负责人接受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
以白酒产业为切口，通过制
度设计、要素整合以及稳定
发展预期等，以期实现“统
计分算、税收分成”的经济
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实现路径。

6 月 24 日，携程、去哪儿、同程、飞
猪等多家在线旅行平台发布的数据均
显示，端午假期，机票、火车票、酒店、
民宿、景区门票、租车等假期出游消
费预订量都明显超过 2019 年同期。
数据显示，成都是端午假期国内出游
名列全国前茅的热门目的地。飞往
四 川 省 的 机 票 预 订 量 同 比 增 长 3.7
倍，其中以成都为目的地的机票预订

量同比增长3.8倍。
同时旅行的数据也表明，北京、深

圳、广州、成都、上海是今年端午假期
国内最热门的酒店预订城市。

端午假期，成都各地推岀的啤酒
节、划龙舟、编织五彩绳、送艾草香囊、
包粽子、逛集市等活动吸引大批市民
游客。

锦江之畔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夜游锦江推出的“成都成就梦想”端午
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体验到精
彩纷呈的花式玩法。端午假期，夜游
锦江共接待游客8万人次。

音乐广场码头开展“成都成就梦
想·乐动蓉城——青春伴我行”活动，
开启沉浸式夜游新体验，以音符传递
大运之声，向世界发出热情邀请。在
码头下沉广场处，街头艺人汇集，台阶

上每晚座无虚席，一场场以端午为主
题的汉服活动也陆续展开。东门码头
的“龙舟”处，不少游客排队打卡。

同时，“陆港枢纽青白江 安逸蓉
城购全球”亚蓉欧国家（商品）馆夏日
购物节暨成都进口商品展销活动在宽
窄巷子举行。法国红酒、白俄罗斯伏
特加、葡萄牙蛋挞、意大利巧克力⋯⋯
现场，美食、美妆、美酒品鉴会等丰富
内容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假
期3天，宽窄巷子街区共计接待来访游
客 314715 人次，同比 2019 年端午节接
待游客增长159.2%。

此外，CITY TOUR 旅游观光巴
士依托火锅巴士、话剧巴士、熊猫观光
线、三星堆/都江堰/青城山景区直通
车等产品矩阵，以宽窄巷子、熊猫基地
等区域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为载体，
累计接待游客1.23万人次。

据介绍，话剧巴士、火锅巴士两个
文旅消费新产品的上座率近 100%，依
然是外地游客来蓉旅行的必打卡项目
之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鲁 余
力 王嘉 杨富

6月24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全省纳入统计的
833家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079.26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9897.48万元。与
2019年同期同口径比较，接待人次增长
30.69%、门票收入增长41.69%。

其中，全省旅游景区发展大会承办
地四姑娘山景区和碧峰峡景区、安仁古
镇等新晋5A级旅游景区知名度、影响力
大幅提升，景区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分
别增长2—4倍，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
沟、青城山—都江堰、稻城亚丁等景区分
别增长1—3倍。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共接待群众108.78万人次。

端午假期热门目的地 成都居全国前列
全省纳入统计的833家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079.26万人次

端午假期，市民在人民公园里赏荷。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冬 摄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第二届成都国际工业博览
会吸引全球工业领域650家企业，四川
本土企业占比 15%，“专精特新”企业
占比达 30%，展览面积达 6 万平方米；
第 5 届成都国际房车露营户外旅游展
览会暨第 7 届房车生活节现场销售
221 台房车，成交总金额 1.2 亿元⋯⋯

今年以来，成都会展经济呈现加快复
苏、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6 月 24 日，记者从成都市博览局
获悉，1—5 月，成都共举办第 108 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第二十二届中国

（成都）建筑及装饰材料博览会、第二
十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2023 成都国
际工业博览会、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

等 重 大 会 展 活 动 405 场 ，参 与 人 数
467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展会
成 交 金 额 99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9.5%。展出总面积 498.7 万平方米，
同 比 增 长 245.1% 。 会 展 业 总 收 入
581.5 亿元，同比增长 234.9%；其中直
接收入 58.2 亿元，同比增长 246.4%，
拉 动 收 入 52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3.6%。

大型展览密集举办，超大型展览
数量也在稳步提升，来自市博览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1—5月，成都举办第二
十一届（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
览会、第 12 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
2023 年春季中国婚博会成都展等 3 万
平方米及以上的规模展览 26 个，合计
展出总面积达 212.8 万平方米。成功
举办第二十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第
二十二届中国（成都）建筑及装饰材料
博览会等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超大型
展览5个，超大型展览数量位居同期全
国城市前列。

前5月成都展会成交金额近千亿元

央视新闻联播 6 月 24 日消息 交通运
输部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预
计共发送旅客超过1.4亿人次。

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预计共发送旅客 14047 万人次，比 2022 年
同期增长 89.1%。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4326 万 人 次 ，比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150.2%；公路预计发送旅客 8934 万人次，
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64.4%；水路预计发送
旅 客 253 万 人 次 ，比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99.3%；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534 万人次，比
2022年同期增长287%。

此外，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出
入境客流量超 3100 人次，创 1 月 7 日恢复
通航以来新高。

今年端午假期，各地交通部门根据节
日探亲、出游需求，灵活安排运力投放，增
开热门区间夜间高铁和动卧列车，及时精
准增开短途临时旅客列车，确保旅客平安
有序出行。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
支持成渝地区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
分离，建立互利共赢的税收分享机制。

在随后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同样明确要

“探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作为承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先手棋”，置身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大局之下，加快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这其中，推
动“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

则被视为“关键一招”。
众多国内专家在分析成都都市圈

的特质时，“单核”“地处内陆腹地”“属
于成长期”“大城市带大农村”等，均被
反复提及。

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
研究院院长杨继瑞认为，相比长三
角、粤港澳和京津冀，地处西部腹地
的成渝地区是最大的回旋余地，“在
新时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不
可替代。”

自 2020 年 起 ，成 德 眉 资 同 城 化
暨成都都市圈建设正式起步。至今
三年时间，“起步成势”，省同城化办
相 关 负 责 人 用 了 这 样 一 个 词 来 总
结。顶层设计上，完成了同城化的
众多规划，制定完善了运行机制体
制，省同城化办也挂牌实现“常态化
运作、实体化运行”等；基础设施等
硬 件 上 ，则 推 动 了 包 括 轨 道 交 通 、

“断头路”全面建设以及社保医保互
通互认等。

而这其中，以毗邻地区“共建共
享”，则成为四市承担国家战略、探索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成
功尝试。 下转03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白洋）“信息公开透明，网上可以
一键查询，我们有了更多知情权与参
与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信息发布
和辐射带动，提高了产权交易价格，增
加了村民就业机会。”四川天府新区村
民李东说。

农村产权交易是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重要抓手，事关群众的切身利
益。“我们以农村产权规范化交易平台
建设为切入点，联合统筹城乡局、财政
金融局等部门，全面清理核实农村产
权，分门别类建立管理台账，推动 4 大
类 18 项项目进入农村产权规范化交

易平台，以公开促公正。”四川天府新
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在线上，四川天府新区开发
“天府阳光监督一点通”平台，接入农村
产权规范化交易平台数据资源，健全统
计、分析、预警功能模块，以“算力”补充

“人力”，及时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在线
下，723名党风政风监督哨兵紧盯人员
专业化、信息公开化、监管数字化、交易
公平化，对大数据反馈问题线索进行走
访核查，做好“贴身式”监督。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四川天府新区已开展农
村集体资金、农村集体资产和农村集体
资源交易73宗，涉及金额5000余万元。

以“算力”补充“人力”
“双线联动”推动农村产权阳光交易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老字号是工商业发展历史
中孕育的“金字招牌”。为充分释放老
字号创新活力，6月24日记者获悉，四
川省商务厅会同文化和旅游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文物局对“中华老字号”
申报企业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组

织专家评审，形成四川省“中华老字
号”推荐名单，进行公示。

名单共 12 家企业，其中，成都有 4
家企业入选（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
司、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太和坊酿造有限公司、四川简阳尽春
意酒业有限公司）。

4家成都企业入选
四川省“中华老字号”推荐名单

□本报评论员
“我说成都雄起，三星堆里寻古迹；我说重庆雄起，白帝城头映

诗意⋯⋯”
6 月 24 日，以“双城故事”为主题的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重庆

站启动，重庆大学师生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巴风蜀云》，开场便点
燃了全场热情。

自古以来，成渝两地便山水相依、人文相亲、交往密切。近年
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见效成势，两地同圈发展、相向
而行，用紧握的双手再度续写“成渝一家亲”。这其中，既包括大视
角的交通、产业等领域，也包括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领域。

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更加健全，生态环境更加和
谐，群众健康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巨大
的社会效益，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
段。据统计，2016 年—2021 年川渝体育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
16.59%，远高于同期地区GDP的增速，已成为两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区域经济发展有其规律，顺应规律即为“守正”。实际上，推动
区域体育一体化已成为多地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我国首个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体育产业圈诞生；《长三角地区体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等文件印发，推动长三角体育一体化驶进快车道⋯⋯

多地陆续出台重要文件，旨在探索区域体育一体化发展，以提
升区域体育整体实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作为我国西部人口最
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
最高的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亦是如此。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共享教育文化
体育资源，共同推进体育事业发展。这份纲领性文件，为两地体育
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契机。同时，成都与重庆相向发展、联
动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也为两地体育产业高质量协
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 2020年为新起点，川渝、成渝体育主管部门连续签署《川渝两
地体育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框架协议》《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
作协议》等数十份体育合作协议，成渝体育赛事、活动、人才培养、产
业发展交流不断，在多个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下转03版

端午假期全国预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

成都都市圈白酒产业“抱团”发展
小展台看深度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成都都市圈白酒产品同柜展出。

点燃青春之火

写好双城故事

承担国家战略的成都都市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