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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上午，成都市众屹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蔡沁耘等人早早来到了
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
局。作为专注农产品生产的贸易企业，
这次企业要选购当地的生鲜水果，希望
对接到稳定的货源。“想了解的有很多，
所以就早点过来了。”

对比以往的产业推介，这次马来西
亚供货商对接会突出“一对一”。众屹
是成都企业代表团的一个缩影，基于前
期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对企业
需求的充分沟通，精准匹配的 10 多家
马来西亚企业对成都企业颇感兴趣，会
议室里，机会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不
断被发掘。

在成都政企代表团和马来西亚对
外贸易发展局的座谈中，提到这样一
组数据：成都作为超大城市，2022 年
常住人口突破 2100 万人，辐射西部 3.5
亿人口的广阔市场腹地，链接亚欧大
市场；消费市场繁荣发达，2022 年成
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96.5 亿
元；今年前 6 月，成都与马来西亚进出

口 150.5 亿元⋯⋯
瞄准双方合作的巨大空间，企业家

纷纷主动抛出合作愿景。
四川海景鲜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茂操，匹配到了想要的海鲜货源。
“成都对于进口海鲜的消费市场是有
的，不论是针对巨大的餐饮市场，抑或
是进口海鲜的市场批发。如今面向东
南亚的进出口贸易链是畅通的，要把控
品质，还是要比比看，再就具体的物流
运输、采购方式等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通过这样高效精准的对接方式，不难找
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对接的目的不仅在于进口，还有不
少企业期待推动优质的商品“走出去”，
比如近年来正在开拓东盟市场的四川省
新立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张健，从出发第一站开始，她一直在找关
于“丝绸”产品的合作机遇。在当天的对
接中，她仔细地和每一家马来西亚企业
交流当地市场的情况，也探讨和寻找每
一个有可能合作的机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煦阳 国铁集团供图） 8月22日，
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
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 2 标项目

“首墩”龙泉特大桥 213 号墩身浇筑完
成，这也是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全线
首个浇筑完成的桥梁墩身。

据了解，龙泉特大桥位于成都市
境内，东起龙泉驿区洛带镇，西至成华
区龙潭街道，桥长 14.235 千米，最大墩
高 40 米，最大桥跨 128 米，共有桩基
3584 根，承台 411 个，桥墩 409 个，桥台
2 个，连续梁 10 联。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先后完成了成渝中线高铁

四川段的“首桩”破土开钻和首座承台
浇筑，为此次“首墩”浇筑创造了有利
条件。

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渝中线高铁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起，
向西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坝区、璧山
区、铜梁区、大足区，四川省资阳市、成
都市，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线路建
成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
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助
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西
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近日，赴日本、土耳其等新一批
出境团队游业务恢复，出境出行需求相
应增加，成都加大了国际航班运力供给
力度。8 月 22 日，记者从国航、川航获
悉，9月份成都直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日本大阪等国际航
线将加大航班密度，满足国际交流往来
需求。

成都天府直飞伊斯坦布尔航线于
今年 6 月 21 日复航。9 月 15 日起，该航
线将由现行的每周往返各两班加密至
每周往返各三班，分别于每周一、三、五
执行，增飞周五班期。另一条加密国际
航线为成都天府直飞大阪航线。9 月
17日起，该航线将由现在的每周往返各
三班加密至每周往返各四班，分别于每

周一、三、五、七执行，增飞周日班期。
成都直飞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航线于 8 月 5 日开通。9 月 7 日起，该航
线将加密至每周四班，分别于每周二、
四、五、七执飞。

8 月 10 日，文旅部宣布恢复第三批
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和地区出境团队
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涉及 78 个目
的地国家和地区，加上此前第一批、第
二批试点恢复出境游和相关业务的泰
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60 个国家和
地区，目前试点出境团队游国家和地区
名单已增至138个。

随着出境出行需求增加，成都加快
恢复拓展国际航线。除了加密航线，9
月 23 日，成都将复航直飞多哈航线；10
月30日，成都将开通直飞悉尼航线。

“这个小公园环境非常好，出门
走几分钟就到，真是太方便了！”8
月 23 日，位于桂溪街道盛安街南侧
大源四期旁的口袋公园里，正在这
里锻炼身体的市民张也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积极推进城
市 有 机 更 新 ，通 过 拆 违 增 绿 、拆 墙

透 绿 、墙 体 美 化 、增 花 添 彩 等 系 列
方 式 ，打 造 了 一 批“ 两 拆 一 增 ”点
位，利用城市空余地块、零碎边角，
让居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身边风景
的变化。

据悉，盛安街南侧口袋公园约
7000 平方米，原为闲置绿地，桂溪街
道在梳理绿地现状的基础上，从城市
人居环境出发，提高城市绿地的利用
价值，将城市剩余空间融入景观、功
能和价值体系，以疏林草地的空间模
式，打造通透开敞的街头空间。改造
后的绿地增设了休闲步道、休憩廊
亭、交流空间等设施，为周边居民提
供更多自然生态的休闲户外空间。
此外，还增植绿化约 6000 平方米，种
植了木春菊、鼠尾草、满天星等 10 余
种植物，公园城市的美丽画卷跃然于
眼前。

在石羊街道汇锦广场附近的环
境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汇锦城连片
示范街道临街商业区位于“铁像寺水
街”旁，自启动“两拆一增”以来，通过

拆违增绿、拆墙透绿与增花筑景的方
式 开 放 空 间 ，提 升 城 市 环 境 品 质 ，
构筑美好生活新场景，使现代化商
业街区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对原有人行道的
改造升级，行道铺装以黑白灰为主
要基调，与周边现代简洁的建筑风
格 相 呼 应 ，拆 除 原 有 商 铺 外 摆 ，同
时对沿线道路进行美化，种植四季
花卉、常绿植物，形成了布局合理、
空 间 通 透 、植 被 丰 富 、功 能 复 合 的
公园城市新场景。

据悉，2023 年上半年，成都高新
区已完成“金角银边”目标任务 8 个，
拆除违法建筑面积约 2550 平方米，拆
除围墙 862.4 米，各类植绿总面积达
31589 平方米，增加开敞空间 42546 平
方米。成都高新区将持续推进“两拆
一增”打造“金角银边”，积极提升市
民生活环境，让“小空间”装满市民的

“大幸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成都高新区供图

本 报 讯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李 柯 雨） 8 月 23 日 ，记 者 获 悉 ，
由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制定
的《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都 江 堰 四 大 传
统堰工技术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实施
方 案》正 式 出 台 ，这 也 是 四 川 水 利
系统首个非遗项目管理和保护实施
方案。

都江堰四大传统堰工技术——竹
笼、杩槎、羊圈和干砌卵石，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这 4 种技术利用当
地盛产的竹、木、卵石等自然材料，以简
单而巧妙的方式，解决了截流分水、筑
堤护岸、抢险堵口等水利施工中的难
题，为都江堰持续运行2000多年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和技术支撑。今年 4 月，都

江堰 4 大传统堰工技术入选四川省第
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记者了解到，本次出台方案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方针，计划到2027年，让都江堰四
大传统堰工技术非遗项目保护工作体
制机制更加健全，保护名录体系更加完
备，技术队伍更加壮大，保护经费更有
保障，非遗项目保护与当地经济深度融
合，保护传承、发展利用水平进一步提
高，在促进生态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新阶段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积极促进四大
传统堰工技术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沥青路面平整宽敞，地面标识清
晰明显，蓝色的导视牌“全新上岗”⋯⋯
随着文光路至纬二路的道路近日改造完
成，与成都市区多条主干道相连接的主
干道——成飞大道改造升级全部完成。

据了解，成飞大道总长 2.3 公里，本
次改造采用街道一体化设计，优先绿色
交通，保障慢行安全，同时打造复合业
态，增强街道活力，让道路以高颜值姿
态呈现在市民眼前。

为解决“老堵点”问题，本次改造通

过增加出入口和进行安全进出分流的
方法，有效避免交通拥堵发生；道路旁
的公交站，也巧妙设计了小型的港湾式
安全停靠站，进一步缓解该路段的交通
压力。道路两旁的景观设计和绿化带
打造都很“走心”。整个成飞大道两旁
的景观设计采用“花境交通岛”视觉效
果，层次丰富、精巧别致；绿化带上栽种
季节性花卉，配以色彩鲜艳的灌木，营
造四季如春景象；还以非隔离带优化了
无障碍设计，串联起片区绿地，形成连
续的低碳健康绿道。

系统谋划 连片推进
片区风貌焕新升级

昨日上午，记者走进东门市井片
区看到，阳光温柔地洒向道路两边的
居民楼，照亮了青砖黛瓦和灰色外
墙，临近饭点，居民楼下的各色小店
中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露出锦江安
逸生活的一角。

“现在，全新的外立面为片区增
添了一份市井文化气息，生活在这里
幸福感很强！”看着小区外立面换上
的“新装”，家住邮电校教师宿舍的吴
女士连连称赞。

据了解，在此次东门市井片区
城市更新过程中，锦江区共对四川
师范大学教师宿舍、明珠园小区以
及 邮 电 校 8 栋 教 师 宿 舍 等 13 个 点
位进行了风貌整治，惠及居民 2000
余户。

“在外立面改造中，我们选用青
色的瓷砖、白色的屋檐，并辅以浮雕、
镂空等中式元素，与不远处的东门市
井相呼应，使整个片区看上去更加协
调。”锦江区公园城市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道。
既要“面子”新，更要“里子”实。

针对片区基础设施落后问题，锦江区
还同步实施了片区窗户雨棚换新、屋
面防水改造等工程，并更新沿街店
招，增设部分建筑光彩照明，让市民
游客在片区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
市井文化之美。

“通过外立面改造、墙面更新、增
设光彩照明等工程的系统推进，我们
在保留片区原有空间尺度的同时，进
一步强化风貌特征，使烟火气息与街
区风貌相得益彰、和谐统一。”该负责
人表示。

彰显特色 厚植场景
消费业态升级转型

走进片区内的东门市井体验街
区，闲适的成都市井生活气息扑面
而来。民国时期的公馆建筑群、灰
砖青瓦的川西民居、传统而古老的
拼 接 式 门 板 、青 石 板 铺 设 的 路 面
⋯⋯关于老成都的种种记忆，再次
浮现，历久弥新。

在东门市井体验街区，历史场

景被延续的同时，消费场景也得到
了 进 一 步 丰 富 。 街 区 内 不 仅 可 以
喝茶闻香，还可以品尝到川内特色
美食，体验到糖画、棕编、剪纸、功
夫 茶 等 多 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技 艺
的魅力。

“城市更新不仅需要通过外在
彰显城市特色和美学内涵，还要倾
注无形的、内在的人文要素。”据介
绍，锦江区通过厚植场景，形成以李
劼人故居、东门市井体验街区为核
心的文化消费商业新场景，在生动
再现老成都热闹的市井生活，延续
城市文脉的同时，让市民享受幸福
生活，体验周到服务，实现消费业态
的市场化升级转型，并引领其转化
为发展优势。

“更新”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据了解，下一步，锦江区还将继续聚
焦城市更新热点区域，挖掘街区文化
特色，统筹开展街巷形态优化、风貌
品质提升、消费场景营造等城市更
新，焕发城市新活力，不断提升市民
幸福感和获得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锦江区公园城市局供图

成都直飞雅加达大阪等航线 下月起加密

成飞大道改造升级完成

四川水利系统首个非遗项目管理和保护实施方案出台

加强都江堰四大传统堰工技术管理和保护

东门市井再现老成都烟火味
从地铁 7 号线

狮子山站 A1 出口
出站，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两侧青砖黛
瓦的居民楼，古色
古香的外立面让人
眼前一亮；一路向
前，饱含老成都风
韵的东门市井体验
街区与李劼人故居
毗 邻 而 建 ⋯⋯ 昨
日，记者从锦江区
公园城市局获悉，
今年以来，锦江区
按照彰显“老成都、
蜀都味、国际范”的
总体思路，以外立
面改造、墙面更新、
增设光彩照明等工
程为路径，深入推
进包含东门市井体
验街区在内的东门
市井片区城市更
新，已于近日全部
完工。

成都大运会期
间，东门市井作为
城市文化展示交流
点位之一，向来自
世界各地的国际友
人展示了最能代表
成都人间烟火气息
的本土文化。如
今，它正作为“大运
遗产”惠及着市民
群众，在留存城市
记忆，延续城市文
脉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这里，锦
江区生动再现老
成都热闹的市井
生活，延续城市文
脉，唤醒老成都历
史记忆。

焕 新 归 来

“小空间”承载市民“大幸福”

改 造 升 级

盛安街南侧口袋公园

寻合作找机遇 成都企业出海马来西亚

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首墩”浇筑完成

通过城市更新，东门市井片区居民楼“颜值”提升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在第 39 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
际，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刻在成长
里的光”——成都市第 39 个教师节庆
祝晚会将于 9 月 8 日启幕。届时，全城
教师代表将汇聚于此，点亮师者蓉光。

为关爱教师成长发展，成都一直
不断探索创新。今年 4 月，成都市教师
共享中心正式启动，全市首批“共享教
师”构建起教育共享人才库，以破解教
育人才发展在结构性紧缺、分布不均
和路径不通畅上的难题。目前，已有
1665 名教育行业内外的优秀人才入驻
成都教育共享人才库。其中包括在岗
教师 1107 人、退休教师 371 人，以及来
自各行各业的专家教授、能工巧匠、行
业精英、劳动模范等 187 人。同时，四
川天府新区专为教师设立了关爱互助
基金，帮助因疾病而需要关爱的教师
群体。

不仅如此，从 2002 年起，成都启动
了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通过一根网
线、一块屏幕，将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
名师资源撒向数百公里外的教育薄弱
地区。据了解，四川省内有近 600 所高
中、初中、小学、幼儿园与成都七中、成
都七中育才学校、成都市实验小学、成
都市金牛区机关第三幼儿园等，实现了
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

此外，志愿服务也在成都师生中成
为一种行动的新风尚，涌现不少榜样。
新津区邓双小学教师高慧兰，长期免费
为文化馆、社区学校的孩子们教授剪纸
技艺，70余幅剪纸作品入选成都市公益
广告库；成都大学附属小学美术教师陈
燕秋，每年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手
把手带孩子们感受成都悠久的漆艺文
化；刚结束的成都大运会上，更有无数
成都教师的身影，向世界青年展现着友
好团结的志愿者风貌。

成都市第39个教师节庆祝晚会
将于9月8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