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1 日上午阳光绚烂，
一群单车缓缓穿过离成都地
铁 8 号线和 9 号线换乘站三元
站不远的向日葵田，一旁不少
人正在赏花拍照。田里成千
上万株向日葵似油画、似流
蜜，铺陈出深深浅浅的金色，
渲染出成都人日常生活的质
感和底色。同时，昂首的向日
葵又似用自己的生机活力激
励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胥瑞可 摄影报道

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
成都日报社出版 总编辑 高齐强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1-0004 总23681期 新08092期

2023年8月22 日 星期二
癸卯年七月初七 今日8版
市区天气：多云间晴 24℃-33℃ 南风1-3级

21 日，成都博物馆的“汉字中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送别“中
山王圆壶”展品。观众并没有感觉遗憾，
因为“汉字中国”这个现象级展览的重量
级文物总是惊喜不断，刚“上新”的西周
时期“折觥”又吸引了大家热切的目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从去年开始，成都
密集出台系列文物保护法规政策文
件，2022 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地方
性大遗址保护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
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成都市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
也相继制定。

文化传承之火不息，天府文化闪耀
光辉。成都市将在2025年建成高水平
的“博物馆之城”和博物馆发展先行区，
推动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
馆充分发展；将在2035年建成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博物馆之城”和博物馆强市，
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达20座。

成都，一片底蕴深厚、乐观包容的
文化沃土，一座潮流时尚、创新开放的
现代都市，正在以文化的传承保护为

支点，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聚力
推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成势见效。

文博热潮
“汉字中国”观展已逾60万人次

8 月 8 日晚，成都大运会闭幕式在
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在闭幕式正
式开始之际，太阳神鸟从远方飞来，迸
发耀眼金色光芒⋯⋯这不是太阳神鸟
第一次在成都大运会上出现。时间拨
回至7月28日晚上8点，成都大运会开
幕式现场，太阳神鸟渐次绽放出 12 道
金色光芒，拉开了成都大运会的大幕。

以成都大运会为媒，天府文化的
魅力尽数展现。为了能够更深入了解
成都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多人走进成都
各大博物馆，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

“尊敬的成都博物馆馆长：我是来自陕
西汉中的游客⋯⋯为了‘汉字中国’特
展，母子奔赴成都⋯⋯”游客霍楚在这
封近千字的信件里，吐露出她和孩子
对于一场展览所带来的无限震撼和久
久不能平静的感动。 下转03版

由四川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物
流办、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四
部门共同制定的《构建第三亚欧大陆
桥国际贸易枢纽实施方案》日前出
炉。根据方案，围绕正在形成的以四
川为中心枢纽、最大范围联通亚欧大
陆主要经济区域的开放战略大通道
——第三亚欧大陆桥，四川将加快构
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国际贸易枢纽，通
过聚焦提升空、铁、公国际贸易枢纽的
货物集散能力，高效集聚整合物资流、
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全面
提升四川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
力。将打造 11 小时“亚欧空中货运走
廊”和 5 小时“亚太空中货运圈”，重点
支持企业以成都作为全球网络体系中
的洲际枢纽、轴辐式大区中心等。

什么是第三亚欧大陆桥？

方案指出，四川是距离欧洲和南
亚、东南亚最近的经济大省，成都向东
有成渝、成遂渝、达成铁路，通往长江
中游、长三角城市群方向；向南有西部
陆海新通道；向西有兰渝铁路连接欧
亚的中欧班列；向北有宝成铁路通往
关中平原。以新加坡为起点，通过中
南半岛连接已有的泛亚铁路到达成
都，在成都对接现有中欧班列北中南
三线，经新疆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境抵
达大西洋沿岸的蒂尔堡等枢纽站点，
将形成一条以四川为中心枢纽、最大
范围联通亚欧大陆主要经济区域的开
放战略大通道——第三亚欧大陆桥。

打造国际货运集散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中提出，将
重点围绕建设亚欧洲际航空货运集散
中心、国际班列网络集结中心、连接欧
洲和东盟的国际公路货运集散中心、
发挥通道优势扩大西向南向贸易规模
等四大方面重点任务。四大重点任
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层次鲜
明、体系完善的国际贸易枢纽体系。

围绕建设亚欧洲际航空货运集散
中心，方案提出，将打造 11 小时“亚欧
空中货运走廊”和5小时“亚太空中货运
圈”，形成“枢纽对枢纽”的运行模式，更
好吸引国际货运运力。将实施现代航空
物流市场主体引育行动，大力引育法国

邮政（DPD）、邮政航空、海航货运等高
能级货运航司和航空物流集成商，继续
支持德迅、顺丰航空、京东、敦豪（DHL）
等做大业务量，重点支持企业以成都作
为全球网络体系中的洲际枢纽、轴辐式
大区中心等。将创新发展空铁联运模
式，探索构建国际空运长航线加高铁网
络的空铁联运运输体系，探索适合多式
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和监管模式等。

围绕建设国际班列网络集结中
心，方案提出，将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西线主通道，强化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与北部湾城市群战略联动。将
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综合竞争
力，研究出台南向国际班列培育政策，
统筹全省南向班列开行、货源组织和
品牌建设。 紧转02版

□本报评论员
盛夏暑季，成都街头人流如织。
在总府路与红星路交会的十字路

口，一块今夏刚刚亮相的 3D 裸眼大
屏，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一边
沉浸于“侏罗纪恐龙破冰而来”的震撼
中，一边拿起手机记录下这科技感十
足的一幕。

这不是 3D 裸眼大屏第一次在成
都引起轰动，在太古里对面，另一块3D
裸眼大屏就曾凭借着惟妙惟肖、萌态
十足的“掀帘熊猫”“圈粉”无数。

3D裸眼大屏来到成都街头、亮相
核心商圈，不仅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
的光影视觉盛宴，更于细微处展示着成
都的实力。在成都万亿级电子信息产
业版图中，新型显示是“芯屏端软智网”
细分领域的重要一环。赛迪顾问开展
的“2022新型显示产业十大城市及竞争
力研究”显示，成都在“2022年新型显示
十大城市”中位居全国第五，在“2022年
柔性显示五大城市”中位居榜首。

7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时指出，

“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
市之一”，并邀请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
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
千气象。

如今，行走在成都街头，“科技感”
拉满、“创新力”十足——

看交通。在地下，无人驾驶的9号
线正在飞驰，透过开放式司机室向外
看，彷佛置身于时空隧道；在地面，沿
着驿都大道一路向东，龙泉驿区“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的标识分外醒目，
自动驾驶的未来正在这里酝酿。

看公服。世纪城地铁口一出来，就
能见到一座“5G 智慧轻松驿站”，智慧

“碳中和”公厕有效解决了传统厕所耗
能高、异味重、选址难的痛点；在青羊区
新开寺街，路灯变身充电桩，“智慧多功
能路灯”让新能源汽车充电更加便捷。

看公园。得益于空气捕蚊机系
统，成都活水公园变身“无蚊公园”，夏
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再无被蚊虫叮
咬的困扰；在青龙湖湿地公园，全长3.3
公里的环湖智慧跑道，既能让“跑友”
实时掌握自己的运动数据，还能记录
精彩瞬间下载并分享至“朋友圈”⋯⋯

之于成都，科技创新不仅意味着一
个个“高大上”的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
也不只是一条条精准高效的自动化流
水线，它深入城市肌理、浸润城市气质，
于一点一滴中、真实可感地改变着市民
的日常生活。从“智慧蓉城”所带来的
美好生活，到前不久“智慧大运”所彰显
的城市魅力，在成都，整座城市都是一
系列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场”。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
同时发力”，今年 7 月举行的市委十四
届三次全会对成都如何以高水平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
部署，并在会后出台28条政策措施，鲜
明提出“发挥场景应用对成果转化的
牵引作用”，明确“加强城市机会供给”
和“支持创新产品首购首用”。

科技，让城市更美好。成都街头
的一项项“黑科技”，不仅是“成都式幸
福”的一个个切面，更是科技现代化的
一个个注脚，生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

“成都篇章”的崭新气象。

透过“一块屏”
看成都的“科技感”

——“街头话气象”系列观察之一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唐小未 实习记者 吴茜） 8 月 21
日，成都市统计局发布2023年1—7月
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 7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77.0亿元，同比增长8.9%。

从具体的工业生产情况看，轻工
业增长 7.7%，重工业增长 4.9%。分行
业看，五大先进制造业增长 6.8%，其
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 5.2%，装备制
造产业增长 7.9%，医药健康产业增长
13.8%，新型材料产业增长 6.1%，绿色
食品产业增长5.5%。

从消费品市场情况看，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5554.5亿元，增长9.0%；乡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222.4 亿 元 ，增 长
6.6% 。 按 消 费 类 型 分 ，餐 饮 收 入
1115.8 亿 元 ，增 长 21.1% ；商 品 零 售
4661.1 亿元，增长 6.3%。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为100.5。

数据还显示，1—7 月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0.1%。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 4209.9 亿元，其中，出口总额
2638.5亿元，进口总额1571.4亿元。

金融方面，截至 7 月末，金融机构
本外币存款余额为57579亿元，同比增
长10.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24894亿
元，增长17.7%。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
余额为58593亿元，增长13.6%。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8 月 20 日电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
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豪
萨语、斯瓦希里语等多语种版本发布
仪式8月20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节
目从即日起在非洲 38 个国家主流媒
体落地播出。

南非非国大副主席、南非副总统
马沙蒂莱，南非国民议会副议长策诺
利分别发表书面和视频致辞，对《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
二季在非洲播出表示祝贺，一致认为
节目的播出对非洲各国领略习近平
主席治国理政智慧，了解新时代中国
变化原因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长慎海雄，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及
残障部部长德拉米尼-祖马，中国驻
南非大使陈晓东，非国大公共关系主
席霍扎，非洲广播联盟首席执行官贾
卡，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苏克拉

尔，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唐中
东，南非广播公司首席运营官普拉杰
斯等出席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
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
籍和经典名句，生动展现习近平主席
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家
国天下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
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
球化价值，带领受众更好读懂中国文
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感悟新时代
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感知新时代
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和中国式现代化
的精神渊源。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已编译成英语、法语、阿
拉伯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等多语种
版本，于 8 月 20 日起在南非、肯尼亚、
尼日利亚等 38 个非洲国家的 62 家主
流媒体落地播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五次会晤期间，《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印地语、泰
米尔语版本也将在印度主流媒体播出。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8 月 21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
开北京，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

萨邀请，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
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习近平

还将同拉马福萨一道主持中非领导
人对话会。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
王毅等。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8 月 21
日，在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
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
报》、《开普时报》、《水星报》和南非独
立媒体网站发表题为《让中南友好合
作的巨轮扬帆远航》的署名文章。文
章全文如下：

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拉马福萨总统邀请，我即将对
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这是我第
六次踏上“彩虹之国”的热土。这里诞

生过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拥有非洲
最丰富的旅游资源、最长的公路网、最
大的证券交易所、最繁忙的机场和港
口。古老和现代、自然和人文的完美
融合，赋予南非独特的魅力。

每次来到南非，我都有不同的感
受，但印象最深的是两国亲如兄弟的
友好情谊。 紧转02版

习近平离京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 十 五 次 会 晤 并 对 南 非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 故》第 二 季 在 非 洲 启 播

前7月成都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7%

向阳而行

四川将加快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国际贸易枢纽

重点支持企业以成都为洲际枢纽、大区中心

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多项非遗焕发新生机⋯⋯

上半年1300万人走进成都各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