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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宿的落地，在示范带动我村民宿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有力提振了当地群众建设家乡、发展旅游的
信心。”阿坝州九寨沟县上四寨村支书唐铃对
村上乡村旅游发展信心满满。

近年来，邛崃市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大战略任务，充分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
聚力推动“九寨云裳”精品民宿建成落地，带
动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通过对本地农户进行房屋租赁、土
地流转、当地务工和技能培训的方式，构建

“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合作发展模式，
让当地农户直接参与乡村旅游，首次签订 15
年租用协议，实现每户每年 4 万余元的资产
性收入，原房主、附近农户还可在酒店务工，
参与项目运营的群众年增收5-10万元。

甘孜州巴塘县“桃源地坞”异地扶贫整村搬
迁项目是双流、巴塘共同打造的异地搬迁项目，
面积229.23亩，共涉及119户、595人。该项目位
于巴塘县夏邛镇架炮顶村，整村搬迁包括的3个
村常年居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高寒深
山，距离巴塘县城130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不便。

“桃源地坞”异地扶贫整村搬迁项目的完
工，让巴塘县最偏远的 3 个村——地巫乡中
真村、甲雪村、坝伙村的贫困农牧民住上了好
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项目还完成了 50 亩集体桃园建设
和各户庭院景观打造，为搬迁群众发展民宿
接待创造了条件，仅桃树种植每年就可带动
群众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实现群众增收，
直接惠及异地搬迁点及周边村民600余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李菲菲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8 日，记者从成都市发改委获悉，近期，信用中国
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评选出的全国“信易+”应用典
型案例名单。其中，成都市发改委联合成都金控
征信申报的《交子分促进成都市“信易+”场景搭
建》成功入选。

本次“信易+”应用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23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期间，围绕信用便民惠企面向全国组织开展，旨在
推广信用便民惠企的好经验、好做法，弘扬诚信文
化，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案例评选经
过初步审核、专家评审、审核复核三个阶段，最终
评选出80个“信易+”应用典型案例，助力形成全社
会“知信、守信、用信”的大格局，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交子信用分”深度串联融合多层次
应用场景的综合信用惠民应用平台——“交子信
用”。目前，“交子分”已覆盖成都市2100万余常住
人口，以“交子信用分”为核心的“交子信用”平台
串联多种“信易+”应用场景，探索创新守信激励方
式，推动守信价值“变现”，让守信有用、守信有感。色达县红星女子足球队在操场训练

上高原扎下去 扶产业惠民生
对口支援11年，成都倾情援助省内涉藏地区

海拔3000米，群山巍峨，
一所所学校在雪域之上拔地
而起；11年，时光漫漫，一批
批队伍前赴后继扎根涉藏地
区倾情献策；-10℃，寒风刺
骨，一箱箱贝母与酪蛋白走出
高原甚至迈出国门⋯⋯

今年，是成都接续开展对
口 支 援 工 作 的 奋 进 之 年 。
2012年以来，成都市20个对
口支援区（市）县先后派出 7
批次共计万余名干部人才对
口支援省内涉藏地区，为助力
脱贫奔康、接续乡村振兴、维
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贡献
力量。

时光转瞬，在这11年中，
省内涉藏地区发生了哪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又与支
援队伍有着哪些难忘的故事？

动起来！延续大运热潮
四川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蓉开幕

高原正午的阳光洒在学校操场上，一群小女
孩身穿运动服，奔跑在红白相间的塑胶跑道上，
而她们也有着响亮的名字——红星女子足球
队。这支高原女子足球队的诞生，正是温江区对
口帮扶甘孜州色达县11年的缩影。

温江区自 2012 年对口帮扶色达县以来，
高度重视教育帮扶，聚焦“帮扶先帮学、帮扶必
扶智”的理念，建设了色达县红军小学，推进教
育优先发展、高质量发展、全面发展。“色达教
育事业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加之农牧民散
居，孩子入学难。2012 年，全县在校学生仅
548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50%。

如今，通过 2 批次工作队持续帮扶，投入
6000 万元援建的色达县城区第二完全小学已
投用。学校以艺体为特色，探索与教育融合发
展的高原之路，组建艺体社团，丰富学生课后
生活，在艺体活动中感受教育魅力，全面提升
综合素质。

同样，得荣县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最偏远
的县城之一，县域内长期师资力量薄弱、教学

水平落后。
得荣县是青羊区的对口援建地区，。2022

年7月，青羊区在得荣县开设“树德实验班”，把
四川最一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带上了高
原，并助力本地教师专业成长，真正为得荣打
造一支“留得住、带不走、拿得出”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

通过一年办学，得荣“树德实验班”在
2023 年甘孜州调考中取得全州学校综合排名
总分第二的好成绩，其中数学学科以140.46分
的平均分居全州第一，已逐步成长为全县家
长、学生向往的学校，社会信任的学校。

关注教育
建校园组社团强师资

牦牛产业是阿坝州小金县的支柱产业。
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如何抓住“牛鼻子”，对牦
牛产业进行现代化全产业链开发？

目前，利用村集体闲置圈舍建设牦牛集中
育肥大棚，新津区已帮助小金县建成适度规模
标准化牦牛养殖场 76 个，覆盖农户 460 余户。
牦牛产业示范基地 6 个，通过 4-5 个月集中标
准化养殖，每头增收1000-3000元不等。有效
解决牦牛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困境，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科学养牛致富。

在甘孜州炉霍县高原农牧产品精深加工

产业园，酪蛋白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目前我们
已拥有日产 1.6 吨高纯度酪蛋白的生产能力，
下半年是牦牛产奶高峰期，产量将会进一步提
升，完全不愁销路。”康巴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
司酪蛋白加工厂厂长格绒信心十足。

自对口支援甘孜州炉霍县以来，锦江区坚
持围绕炉霍县域产业发展思路，立足“干得最

主动，走在最前列，成效最明显”帮扶目标，精
准施策、集中发力，不断巩固提升多年来对口
支援工作成效，为炉霍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产
业支撑的不竭新动能。

2022 年，康巴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司全
年产值达到 2560 万元，惠及炉霍及周边农牧
民5000户以上，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完成四
川省首次酪蛋白产品出口，这也是甘孜牦牛工
业产品的第一次出口。不仅如此，2023 年企
业完成新建一条年产 3000 吨的生产线，建成
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1.8亿元。

聚焦产业
酪蛋白产品首次迈出国门

着眼民生
发展乡村旅游提高村民收入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9日，
四川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成都市温
江区光华公园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46个大项，是
四川省项目设置最多、参赛对象下沉到最基层、惠
及群众最广的省级综合性群众体育盛会。

四川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两年举办一
届。比赛分为大众比赛项目（20项）、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比赛项目（3项）、残疾人体育比赛项目（10项）
以及社会力量办赛项目（12项）。

在开幕式上，2000 多名健身爱好者会聚在美
丽的光华公园，开幕式以“动感天府 运满四川”
为主题，幼、少、青、中、老不同年龄段群体同台展
现成都运动特色，全方位展示成都的特色文化、
体育运动的休闲范、时尚范、大运范和国际范，呈
现热闹、时尚、青春、活力的全民健身大氛围。现
场设置独立的展示区，对全省21个市（州）全民健
身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全方位呈现四川全民健
身成果，进一步延续大运热潮。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还举办了低门槛、易参
与、全龄化的“月运动·越健康”漫享城市计划主
题活动，创新体育生活方式，举办体育生活荟，开
展太极拳、柔力球、足球、飞盘、乒乓球等全民健
身项目展演等活动，切实将四川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开放共享”的良好风尚，转化为人民群众触手
可及的幸福感和参与感。

推动守信价值“变现”
成都IP成为全国典型

新津区帮助小金县建成的牦牛养殖场

天府大巡游回归
嘉宾云集凸显“国际范儿”

已经连续举办七届的非遗节是成
都与国际对话的重要平台，也是成都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抓手。作为今
年继成都大运会成功举办之后的又一
场国际盛会，第八届非遗节恰逢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发布 20 周年，国内外嘉宾云集将更
加凸显“国际范儿”。

本届非遗节将以盛大的天府大巡
游拉开帷幕，这也是时隔 12 年之后天
府大巡游的首次回归。届时将有 47 支
极具特色的国内外非遗项目表演队伍
按照“薪火相传、四海同乐、多彩家园、
五洲共享、时代节拍、巴风蜀韵”为主
题在主会场进行串联展示，以百花齐
放的传统演出呈现五洲风情。此外，
非遗节期间，天府大巡游还将在文殊
坊街区和黄龙溪景区与成都市民游客
近距离接触。

作 为 本 届 非 遗 节 的 学 术 活 动 品
牌，非遗成都论坛将持续巩固和扩大
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达成
共识。本届论坛将以“《公约》20 周年
非遗保护实践回顾与探索”为主题，
系统展示中国履约实践，邀请 140 余
位国内外非遗专家学者共同回顾国
际社会履行《公约》实践，就文化遗产
的内涵与价值、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
法律体系等问题展开学术探讨并分
享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优秀
案例，深化非遗保护交流互鉴。同期
还将举办亚太地区非遗保护能力建
设师资培训班。

为全面释放非遗节的国际影响力，
以“匠心万千 美美与共”为主题的国际
手工艺展将邀请法国、波兰、意大利、塞

尔维亚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手工艺精
品参展并进行现场活态展示。其中，中
法合作项目《新山海经》以及中韩合作
项目刺绣与多媒体结合的《赤色晚秋》
等将着重展现传统工艺类非遗的国际
交流与跨界合作项目成果，探索传统非
遗的现代艺术新路径。

四川国际非遗品牌 IP 授权展也将
迎来超 120 个非遗节史上最大规模的
国内外买家团参展，同期将举办展前培
训、授权会议、专题推介会、项目路演、
线上展览和开放日 6 大配套活动，搭建
非遗授权国际交易服务平台。

问道传统中医
沉浸式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节体现了中国政府作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缔约国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高度重
视，是宣传非遗保护成果、交流非遗保
护经验的国际盛会，同时也是展示和推
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

在“神州非遗”板块，以“融入现代生
活，共享多彩非遗”为主题的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体验展将通过“幸福生活”“时尚
生活”“诗旅生活”“健康生活”4个篇章沉
浸式展示我国非遗进入系统性保护新阶
段以来，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当代非遗
青年探索实践、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等
方面的成果。其中，南路边茶等 6 个茶
类的制茶技艺、潮州工夫茶艺等 3 个茶
道习俗、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等 4 个茶器
制作技艺将在“幸福生活”篇章中同台呈
现，展示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所
发挥的连接作用。“时尚生活”篇章的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特展也为该馆首次
在京外举办展览展示活动。

本届非遗节期间还将举办传统医
药大会，开展传统医药非遗保护发展
论坛、传统医药非遗健康咨询、传统医
药健康生活展等多项活动，着力展现
传统医药在全民健康事业中的独特作
用。10 月 13 日举办的传统医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论坛上，70 多个传
统医药类非遗项目 190 余位专家学者、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及保护单位负责
人将围绕中医药非遗系统性保护、少
数民族医药发展、中医药非遗保护传
承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共同
推进传统医药类非遗为健康中国建设
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此外，非遗节期间，24 位传统医
药代表性传承人和传统医药专家将免
费坐诊，为游客解读传统中医药文化、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等。

今年是中国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选为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 20 周年。作为本届非遗节神
州非遗展演重头戏之一的成都国际古
琴艺术节将邀请全国八大古琴门派齐
聚成都，在市区各文化场馆举办名家名
曲音乐会、海内外琴家古琴交流音乐
会、琴学论坛、古琴学术成果展等 80 多
场演出活动，推动古琴艺术走进现代生
活。同期举办的成渝苏曲艺专场交流
演出和南北荟萃曲艺专场演出，四川竹
琴、扬州评话、重庆扬琴、山东单弦、京
韵大鼓、琵琶弹唱等多种曲艺表演将轮
番上演，届时成都观众将一睹成都、重
庆、苏州三地曲艺风采，共赏华夏曲艺
多彩魅力。

加强双核联动
巴蜀携手释放非遗魅力

为深入落实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国家战略，加强双核联动，本届非
遗节将结合在地非遗资源，在成渝两地
开展成渝双城同根同源竞技展、巴蜀国
际非遗美食周、重庆荣昌分会场等活
动，在各大景区、古镇、街区、社区广泛
开展非遗社区实践活动。

2023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
出 3 周年，借此契机，“巴蜀非遗”板块
将结合在地非遗资源，以成渝双城共
有的、传承较好的非遗项目为基础，比
如刺绣、木艺、编艺、龙舞等。除现场
展出两地非遗精品展之外，还将同期
开展非遗现场“竞技”活动，鲜活生动
再现成渝两地一脉相承的巴蜀文化。
此外，还有“天府根脉——四川非遗精
品展”以千年百技、守正创新、非遗生
活、非遗美食四个篇章全面展现四川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新成果。重庆将在荣昌区夏布小

镇设分会场，举办巴蜀非遗传承与发
展对话以及线上直播带货等相关活
动。值得关注的是，本届非遗节除国
际非遗博览园主会场活动外，武侯、双
流 、崇 州 及 四 川 天 府 新 区 等 15 个 区

（市）县也将同步开展非遗主题活动及
分会场活动，让成都市民在家门口共
享非遗盛宴。

为持续放大节会品牌效应，本届非
遗节还将联合新媒体、头部电商、社交电
商共同参与，首次打造线上非遗节。其
间，不仅有人文、历史、科普等领域的头
部达人和非遗传承人一同探访非遗工
坊、学习非遗大师直播课，带领网友“云
游非遗”“云学非遗”，还有非遗好物星推
官、非遗线上购物节等活动在淘宝、京
东、唯品会等大型电商平台开设非遗专
区和非遗直播购物活动，点燃大众“云购
非遗”热情。非遗有“掰头”（battle）、非
遗有“锦”礼等非遗节期间持续开展的

“云玩非遗”活动也将鼓励网友以图文、
视频等形式展示身边非遗风采。

以非遗节为契机
四川非遗开创性工作成效显著

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创办于 2007
年，每两年在成都举办一届。自承办以
来，形成了论坛、展览、竞技、展演、全域
非遗等五大体系活动和系列成果文件，
累计开展活动 2000 余场，135 个国家

（地区）和非政府组织的 4000 余名代表
和国内 4 万余名代表参加，现场参与市
民和游客2000万余名。

近年来，四川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
非凡成就。全省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153项、省级1132项，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05人、省级1062
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公布为全国首
批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认定
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以举办非遗节为契机，成都近年来
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就。截至
目前，成都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
目 229 个、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88 名，非遗示范载体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同时，实施“双育双培”计划、打造
非遗公共品牌——“成都手作”等开创
性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果。

迎八方宾客 品非遗盛宴

第八届成都非遗节将于10月12日开幕
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以下简称“非遗节”）将于10

月12日至16日在成都举办。本届非遗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共享履约实践 深化文明互鉴”为主
题，将举办五洲非遗、神州非遗、巴蜀非遗、云上非遗四大板块30多项特色
鲜明的节会活动，来自国内和全球47个国家（地区）的900余个非遗项目、
50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嘉宾将相聚成都交流互鉴，共襄促进人类非遗保护
事业的盛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政府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积极
作为，展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故事，展示多彩四川的文化
魅力，展示天府成都的别样精彩。

往届非遗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