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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
百年老街焕新再出发

西岭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因唐朝诗
人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诗句而得名。

据了解，西岭镇是大邑县西岭雪山下
的门户小镇、西岭雪山世界级旅游廊道终
点，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入口社
区、西岭冰雪-安仁文博国际旅游度假
区、西岭雪山-花水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核心区域。

该镇主动融入成都市“三个做优做
强”重点片区建设和西岭雪山花水湾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投资 3200 余万元，实
施场镇整体品质提升项目，在最大程度保
护生态本底、保持古镇特色的基础上，修
复老建筑外立面，还原川西山居风貌和西
岭山民亲近自然的生活场景。

据了解，此次改造提升首先满足安
居，修复提升场镇建筑整体风貌，完善水
电气等公服基础设施配套，打造入口门
廊、滨水步道、光彩工程、景观小品，充分
彰显“千秋雪韵·诗意西岭”山水人文画
卷，探索打造“雪山下的会客厅”——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治理“西岭典范”，提高居民
参与度、满意度、幸福感。

打造红军街、美食街、停车场、杜甫广
场等。同时，联合社区、商家、住户打造微
景观、小绿地，构建小而精、精而美的景观

小品。
通过美学理念融合，有机植入雪山文

化、森林文化、山歌文化、红色文化和川西
民俗文化等元素，构建休闲娱乐、美景随
拍的全新场景，让场镇记忆与“微更新”有
机结合，保留“原味”、新增“韵味”，多维度
提升“雪山下的会客厅”文化内涵。

乐业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助力增收

其次要帮助居民实现乐业。对场镇
功能分区进行优化重组，采取“政府引

导+群众参与+社会资本”方式拓展旅游
业态，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景式
消费场景。以“政府引导+集体公司参
与+社会资本引入”方式做大集体经济，
成立多村集体经济联合体。采取“公司+
农户+文创”模式，对西岭特有的老腊肉、
三文鱼、中药材以及其他农创、文创产品
进行加工、包装、营销，打响“西岭礼遇”品
牌，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
值，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深度拓展更多消
费新场景，结合西岭镇历史、文化、民俗及
特色产业，以保护原生态、保留原味道为
原则，打造场镇老街、魅力新区、美食广场

等“饮食+、民宿+、文创+”多元化消费场
景。

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西岭
镇将持续聚焦世界旅游目的地、“西岭冰
雪、安仁文博”重点片区和西岭雪山-花
水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启动实施场
镇新区整治提升二期项目及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对场镇休闲广场、公园绿地、文化
场馆、沿线风貌等旅游配套设施进行提
升，进一步夯实“雪山下的会客厅”建设成
效，推动“千秋雪韵·诗意西岭”旅游形象
和旅游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洪继东 文/图

7月18日，进入大邑西岭雪山
景区的“门户”西岭镇打造的又一文
旅融合示范——西岭老街正式开街。

打造提升后的西岭老街

西岭老街完成改造提升

“雪山下的会客厅”开街

“以前打药一个人一天打 20 亩地左
右，现在用无人机打药，一天可以打 200 亩
地，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可以把农药精准

‘投放’。”7 月 18 日，在天府粮仓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稻田里，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伶俐熟练地操控着植保
无人机，有序前进、后移、转弯，在田间地头
稳定飞行，为采用直播技术种植的水稻追
肥。前几天，这位新农人还作为成都大运
会宜宾站的火炬手完成了第 19 棒的大运
火炬传递。“‘火炬手’的经历激励我自己，

‘跑’出属于我的精彩人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将眼前

这位“都市丽人”和农业结合起来。但实际
上，身为“90后”的她，已经是一位有着8年
工作经验、管理着 6000 多亩土地的农业职
业经理人。

别看她外表柔柔弱弱，但说起土地合
作社改革、现代农业，她就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

“想当初，刚接过我父亲的担子，感觉还
是比较重，有很多人质疑我到底能不能种好

地。”据王伶俐回忆，她大学毕业后回到村
里，加入父亲所在的杨柳土地合作社。第一
件事就是帮着父亲跑贷款，购买农机。此
后，旋耕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全
自动粮食烘干设备等20多台现代化的农机
装备，轮番上阵，家里耕种千亩农田，不仅比

以前轻松，而且效益也有提升。
2020 年，王伶俐又引进了大田北斗系

统，让插秧机实现精准作业。这个系统能
记录农机运行的海量轨迹点，统计作业时
长、作业面积，还能通过大数据计算形成农
机运行轨迹路线，农机作业效率和质量进

一步提高。“插得好不好，手机上就可以看
到。哪里插得不好，马上安排补插。”

要种出好品质的粮食，除了机械化，还
离不开科技。在农业科技的加持下，从育
秧、插秧、施肥、植保、收割、运输、烘干，全
过程实现了农业科技化。她告诉记者，管
理的 6000 多亩土地在最忙的时候，田间也
只有20来人。

“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我们应尽的责
任就是要多种粮、种好粮，一起把日子过得
更好。”王伶俐说。

这些年王伶俐的成长大家有目共睹，
目前共管理4个土地合作社，1个烘储中心
和 1 个农机合作社。2019 年 7 月，她被评
为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2021 年 6 月，她被授予“成都市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2021 年底，王伶俐荣获“农业农
村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2022 年 7
月，她所在的合作社又被全国妇联评为“全
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凯 白洋 主办方供
图）“迎大运·动起来”，据成都市体育局统计，5月18日-7月15
日，“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道项目广场健
身操(舞)培训班深入基层，为 9 个区（市）县居民送去了公益的
广场健身操（舞）专业培训，超过 2000 名基层群众代表参加培
训，间接辐射各区共计万余个广场舞健身站点。

据悉，此次广场健身操（舞）培训系成都市第十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广场健身操（舞）项目配套“服务进街道、进社区”系列活
动由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体育总会主办，成都市少年儿童业
余体育学校、成都市健美操协会协办，得到了天府新区、锦江
区、武侯区、金牛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区 9
个区文体局及街道社区的大力支持。活动一经推出就获得了
市民的热烈响应，随着活动在成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加上现
场的大运知识宣讲和互动环节，带动街道社区广场舞爱好者用
实际行动支持大运、参与大运、共享大运。

又讯 7 月 18 日，“爱成都·迎大运”四川天府新区第十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据悉，为营造“爱成都·迎大运”全民健身浓厚氛围，今年的
全民健身运动会构建了“7+X”全新架构，不仅有足球、篮球、排
球等传统体育项目，还引入了龙舟、赛艇、飞盘等项目，同时鼓
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并纳入
运动会体系，切实增强运动会的辐射面和参与度。

据介绍，为了满足市民群众对部分运动项目的更高需求，
在全民健身运动会体系之外，天府新区还打造了“天府杯”全民
健身足球联赛、“天府杯”网球公开赛等特色赛事。“今年，我们
将延续特色赛事的精彩，整合街头篮球场资源，升级打造‘兴隆
湖杯·湖畔球局’，推动篮球运动深入社区、走向街头，让市民群
众可以享受办公楼下、小区门口的赛事活动。”天府新区相关负
责人说。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7 月 18 日上午，
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男子组进行了第 5 轮的争夺，四川
丰谷男乒以3∶0战胜深圳宝安明金海，迎来新赛季首胜。

此役获胜的最大功臣当属老将朱霖峰，双打单打各取一
分，第一盘和严升搭档迎战程靖淇/牛冠凯，在 0∶2 落后的情况
下连赢 3 局，以 3∶2 逆转取胜。第二盘孙闻对阵在上赛季效力
过四川队的徐晨皓，最后孙闻以3∶0战胜徐晨皓，为球队拿下第
二分。第三盘朱霖峰再度登场，依然发挥出色，再接再厉以3∶1
战胜牛冠凯，从而帮助球队以3∶0战胜对手。

“这场比赛还是有一些运气成分，很庆幸我们最终获得了胜
利。本赛季我们队伍以年轻队员为主，主要是为了锻炼他们的
实战能力。这场比赛能够取得胜利还是非常不容易，相信对于
我们后面的比赛也能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赛后朱霖峰表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雪钰） 位于四川天府
新区正兴街道的丽园广场终于一改往日车辆乱停乱放的旧貌，
变得整洁有序起来。不久前，有市民通过60667788“兴连心”市
民服务热线平台反映该广场存在车辆乱停乱放问题。随即，平
台将问题派单给田家寺社区，同时抄送正兴街道纪工委，纳入
群众监督反馈整改台账。在四川天府新区正兴街道纪工委的
有力督促下，田家寺社区和街道综合执法办共同推进问题整
改，经过实地调研和多次会商后，决定在广场外增设大石墩防
止车辆进入广场，并增设“禁止停放车辆”温馨提示牌，从源头
上解决问题。

这样的事例是该街道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做实群众监督的
一个缩影。据悉，“兴连心”市民服务平台将企业服务、民生服
务、群众诉求收集和网格服务融为一体，实现诉求一站通办。
同时，优化群众监督投诉渠道，通过开通网上投诉窗口以及
60667788 廉情专线，24 小时接受群众举报，不断提升群众监督
质效。自 2022 年 12 月开通以来，“兴连心”市民服务热线
60667788 综合投诉平台共处理各类投诉和咨询类事件 1161 件
次（其中投诉类 581 次，咨询类 580 次），及时回复 1161 条，按时
办结率90%，回访群众满意率达80%。

“在经营场所公开展示线下实体店无
理由退货承诺单位统一标识。”“鼓励经营
者作出退货时限更长、更有利于消费者的
无理由退货承诺。”“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
况，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接受消
费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7 月 18 日，记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成德眉资 4 地市场监管局会商决定，
把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工作纳入同城化
发展市场监管领域的重点任务，联合制定
了《成德眉资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8 月 18 日起正式
施行。

提升线下体验感
让消费者敢买敢试

“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是
提升城市创建质量的现实需要，是助推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回顾《规定》出台
的背景，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消保处处长陈
建国介绍说，今年 3 月召开的全国市场监
管系统消保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六个
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以深化线下无理由退
货为切口，构建双赢多赢的消费者保护引
导体系。

在提升城市创建质量方面，4地市场监

管局自2016年起陆续启动放心舒心消费城
市创建，历经 7 年共培育示范单位 2000 余
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创建工作实质
内涵、示范单位发展质量仍有不足，比如，社
会知晓度和认可度还不高，缺乏可圈可点
可比的特色。”陈建国坦言，线下实体店无理
由退货工作的全面深化，可以进一步丰富
创建内涵，增强示范单位质效。

此外，《规定》的实施将提升线下消费
的体验感，让消费者敢买敢试，进一步增强
线下经营商家的竞争力，从而激发消费潜
力、提振消费信心，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为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流量变“留量”
鼓励践行无理由退货承诺

实施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举措，关键
是诚信，不仅是经营者的诚信，还有消费者
的诚信。记者查阅发现，《规定》从原则、范
围、规则、责任、义务等方面对无理由退货
进行了明确。

“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坚持‘政府
鼓励倡导、经营者自愿承诺、承诺即受约
束’的原则”——大力倡导线下实体店经
营者自愿践行无理由退货承诺，根据自身

实际经营条件及经营商品属性，确定承诺
无理由退货的具体商品品种范围，并鼓励
经营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无理由退
货承诺。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好，不影响
经营者二次销售”——结合成德眉资 4 市
实际，明确了无理由退货有效期限、商品完
好标准、退货支付方式等经营者和消费者
共同关注的问题。

“消费者进行无理由退货，需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不得利用无理由退货谋取个人不
当利益，不得实施‘假意购买，恶意退货’‘擅
自调换’等不当行为”——既充分体现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充分考虑维护经营者正
当利益，明确了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运费由消
费者承担，经营者发现消费者购买商品非出
于自身生活需要，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或
存在恶意情形的，有权拒绝退货。

将流量变“留量”，推动形成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能力。据陈建国透露，4 地市场
监管局将引导和鼓励更多企业自愿参与线
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公开承诺活动，鼓励经
营者做出更加有利于消费者的无理由退货
承诺，鼓励同品牌连锁企业实行异地同品
牌连锁店退货。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
成都的消费市场将愈发活跃精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市健运会广场舞公益培训
两个月辐射万余基层健身点

四川男乒迎来乒超新赛季首胜

四川天府新区正兴街道纪工委：

“兴连心”联通群众“心”
解决群众烦心事

如今，网购备受市民青睐，这背
后，“七日无理由退货”赋予的“冷静
期”和“后悔权”可谓发生“质变”的
重要一步。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在购物
一事上，消费者理应享受平等的权
利。实行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
诺，是买卖双方互信的一种承诺，一
方面可以促使商家诚信经营，提升
商品和服务质量，减少纠纷的发生；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消费者消费欲
望，激发消费潜能，从而为区域实体
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关
注成都市线下实体店积极践行“七
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带来安心
买、放心退的安全感。

开栏语

成德眉资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来了
下月18日起施行，让“冷静期”保障消费“后悔权”

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伶俐：

多种粮、种好粮，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

王伶俐熟练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

广场舞爱好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大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