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6 日，2023 世界文化名城全
球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10 月 17 日，
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成都智媒体城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七视野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协办的“2023世界文化名
城全球大会”专场活动——文化知识IP
生态高质量发展沙龙圆满举行。超百
名嘉宾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交流知识IP
产业的发展趋势，推动建设全国首个知
识IP产业基地。

一场沙龙
共话文化知识IP高质量发展

沙龙吸引了近百家知识IP机构领
军人才、众多头部MCN公司负责人，以
及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快手等平台
负责人代表参加。武汉忆星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鲁志威、成都握手前程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刘东阁、前字节内
容变现总监何雨桥、湖南省糖不甜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唐烁、101名师工
厂 CEO 覃流星、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旭、恩派公益创始人吕昌就
本次大会进行了相关交流分享，深入探
讨了文化知识IP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知识IP经济作为高速发展的规模
化新兴产业，具有人才密集、轻资产投
入、无污染绿色新经济、高人效、高利
润率、高税收等优势，正呈现出快速发
展的趋势。然而，这一产业缺乏友好
环境支撑的规模化产业聚集地，需要
一个有聚集力的产业园区来推进其发

展。在这一产业背景下，成都传媒集
团提出建设“成都知识 IP 产业基地”
的计划，在成都智媒体城择良地打造
一个营商环境、政策配套、税收筹划、
场地配置充分友好的知识 IP 产业聚
集地，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环境以及产
业赋能一站式配套，吸引国内的优秀
知识主播和配套的数字服务商扎根落
地成都，推动“知识 IP 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这是国内首个垂直的聚焦知识
IP 的产业基地，我们目标是汇集 1000
个 IP，实现服务一体化、链接政府形成
行业生态。”成都知识 IP 产业基地负
责人刘程伟向记者介绍道。

“成都传媒集团正在紧紧围绕‘建
设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新型主流媒体
集团和智媒体集团’的战略目标，全面

推进文创产业转型升级，在‘成都智媒
体城’项目建设知识IP产业基地。”成都
传媒集团负责人表示，“我们诚挚欢迎
各位知识IP领域的领军人物、头部知识
主播、数字服务商和平台机构代表，与
我们携手加入知识IP产业，共谋发展、
共创价值、共赢未来。”

一个基地
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前景

10年前，“申怡读书”IP创始人申怡
在成都开启一场“寻找杜甫”的文化之
旅。昨日，她重新回到成都，参与这场
沙龙。在她看来，全国首个知识IP产业
基地之所以落地成都，离不开成都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为何李白从四川出来之后要去扬

州？因为在唐代，有一句话叫作‘扬一
益二’，比成都好的，只有扬州。自古以
来，成都就是一个生活品质、文化环境
非常美好的城市。”申怡说，“在成都你
会发现，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文学名
著，文化元素俯拾即是。我们需要做的
只是通过我们的方式，让人们意识到这
座城市的美好与丰富，把成都的文化属
性传播得更广，让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
渗透到更多人的心灵当中。”

除了历史文化赋予成都千年以来的
“人杰地灵”，现代成都在文化产业上的创
新发展，也让众多“知识类IP”有意汇聚于
此。“从这几年整体的发展上来看，国内许
多其他城市对于知识类IP其实没有一个
集中扶持的政策、上下游的企业集群或是
比较完善的配套服务，而成都在这方面走
在了前列。”第一时间MCN创始人夏恒
表示，“比如这次全国首个知识IP产业基
地的建设，通过配套的扶持，能够吸引到
许多目前仍在‘独立奋斗’的知识类IP聚
集，辅助他们做到更多‘不可能’。”

另外，夏恒、刘程伟、陈清华等知识IP
领军人才和头部MCN机构负责人也都
提到，许多优秀的知识类IP在地域的选
择上，也十分注重一座城市的特质与“性
格”。在谈到这一点时，夏恒表示：“作为
一座‘新一线城市’，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发
展前景，兼具‘宜居’与‘活力’，对于知识
类IP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摄影 熊一凡

全国首个知识IP产业基地落地成都
由成都传媒集团规划建设，目标汇集1000个IP

2023世界文化名城全球大会举办一系列主题沙龙

论创新探前沿 国内外大咖蓉城“论剑”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唐小未） 10 月 17 日，记者从成
都市统计局近期开展的农业科技创
新应用情况专题调研获悉，成都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农业科
技创新应用取得明显成效，2022 年
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3.2%、主
要农作物农机化率82.5%。

良种方面，深入推进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和现代种业建圈强链行
动，全市持证种子企业数占全省总
数的三分之一，数量位列副省级城
市第二。杂交水稻、油菜等品种选
育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
西南地区最大的育种基地，建成国
家级水稻制种基地2.8万亩。

良法方面，稳步提升科技装备水
平，设施农业、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
等多种农业科技措施得到应用，拥有省
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共
13家，先后有11个区（市）县被农业农

村部评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农业机械化作业占主导地
位。根据统计调查，79.2%的被调查户
对当地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表示满
意。被调查户认为相比过去10年，农
业科技产生了明显效果，实现了农业增
产增收，使田间管理省时省力等。

人才方面，实施成都市农业科
技英才培育项目，累计引进超过900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出台深化
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十条措
施，发展壮大农业职业经理人和高
素质农民队伍，2022 年全市持证农
业职业经理人达 2.04 万人，同比上
年增长10.9%。

“近年来，成都在政策、项目、服
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市科技创新
载体建设加快，人才队伍持续壮大，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农户满意度、获
得感不断提升。”成都市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双翼”齐飞连世界
成都国际（地区）航线增至130多条

9月23日，成都开通天府国际机场
直飞多哈航线，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率先
架通畅达卡塔尔的空中桥梁。这也是
成都新开通的另一条“一带一路”航线。

从 2013 年开通直飞大洋洲航线，
2014年开通直飞北美洲航线，2017年国
际及地区航线数量在中西部率先突破
百条……十年来，成都持续打造覆盖全
球的航空客货运体系，构建起畅连全球
五大洲的空中通道网络。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门户城市，
未来发展充满活力和潜力，值得全球关
注。”2015年在成都举办的世界机场大
会上，全球航空经济“第一人”约翰·卡
萨达就作出如此预判。

2012 年突破 3000 万人次，2015 年
突破 4000 万人次，2018 年突破 5000 万
人次，2019年接近6000万人次……成都
航空旅客吞吐量几乎每隔3年就要迈上
一个新台阶。

2021年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正式通航投运。成都是继北京、上海之

后，我国大陆的双国际机场“第三城”。紧
接着，今年3月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正式开
放，为中国联通世界开启一道新国门，让
成都与世界交往新增一座桥梁和纽带，形
成“双翼”齐飞连通世界的格局。

截至目前，成都已经形成覆盖全球
48个重要航空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
的精品商务航线，覆盖法兰克福等14个
全球重要物流节点城市的国际全货运
航线和30条服务对外交往、国际消费的
优质文旅航线，国际（地区）航线数量从
2012 年的 30 多条增长至目前的 130 多
条，通达欧洲、北美、亚洲的货运骨干航
线网络基本形成。

如今，成都“两场一体”协同运行效
应逐步显现。2022年，成都是全国唯一
航空旅客吞吐量超过3000万人次的城
市。今年前8月，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共
完成旅客吞吐量4881.7万人次、同比增
长31%，货邮吞吐量47万吨、较2019年
同期增长11.2%。

提升枢纽能级促开放
货物可24小时内从蓉飞抵全球

翻开空中航路图，可以清晰地看到

成都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支点，也是
欧亚航路中间节点。位于“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汇节点，成
都具有对接欧亚地区的突出区位优
势。航班从欧洲飞抵成都的空中飞行
时间，要比飞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节省
2-3个小时。

一条条国际航线从成都延伸而出，
拉近成都与世界的距离，也为越来越多
的航空货物“闯”世界搭建起了高效的
空中桥梁。全球70%的苹果IPAD、一半
以上的电脑芯片，从成都转运出去，通
过密集的空中丝路，实现24小时内飞抵
全球各地。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极核”城市，成都近年来加快建设国际门
户枢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构建起服务
新发展格局的西向南向开放走廊，吸引了
众多国际型大企业集聚成都投资布局，推
动形成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集成
电路、新型材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

9 月 6 日，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性指
定监管场地通过海关总署专家组现场
考核验收。这是继今年3月天府国际机
场航空口岸对外开放后，成都国际航空
枢纽的主枢纽机场再次迎来功能完善

和提升。这意味着指定监管场地投用
后，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水果、
植物种苗四类特殊商品就可以直接飞
抵天府国际机场入境。

进口海鲜运输往往是跟时间赛
跑，多花一分钟就意味着损耗更多，运
营成本更大，更为重要的是还会影响
到海鲜产品的品质。“这将进一步凸显
成都双机场协同运行优势，叠加更为
丰富的航线网络，将有更多国家的生
鲜产品送到消费者的餐桌。”成都海关
所属双流国际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科
长曹建瑶说。

事实上，正是基于区位优势、航空
枢纽功能，近年来，大量的进口三文鱼、
虾和蟹等海鲜产品选择从成都入境。
在全国，成都航空口岸是名列前茅的三
文鱼入境口岸。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
通。十年来，成都抢抓共建“一带一路”
新机遇，全面提升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中的节点地位和枢纽功能。成都国际航
空枢纽两场同频共振、齐驱并进，正以高
水平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摄影 李冬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是一条通商易货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十年来，站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上，成都充分发挥服务国家
向西向南开放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高水平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高质量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深化
国际交流合作，提质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强化服务对外开放大局，持续实现新的突破和跨越。今日起，本报推出“‘锦’绣
丝路”特别报道，从通道拓展、平台建设、国际交流、贸易合作等维度，观察成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和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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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飞亚的斯亚贝巴、布达佩斯、伯
恩茅斯、巴黎等全货机航线，从双流国
际机场延伸而出；直飞伦敦、塔什干、伊
斯坦布尔、多哈等国际客运航线，从天
府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今年以来，成
都国际航空枢纽在“两场一体”协同运
行中客货并举、四向拓展，不断织密“空
中丝路”，敞开大门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累计新开国际及地区航线上百条；
在中西部率先连通全球五大洲；双国际
机场协同运行“第三城”……十年来，站
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南方丝绸之
路的起点上，成都充分发挥服务国家向
西向南开放的独特区位优势，加快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织密“空中丝路”，着力增
强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运筹能力，为国际
合作、人文交流、贸易往来等构建起畅
达全球的空中通道。

空中架金桥 从蓉连五洲

成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持证农业职业经理人达2.04万人

10 月 16 日至 17 日，2023 世界文化
名城全球大会期间，影视数字化创新、国
际创意设计产业等一系列主题沙龙接连
上演，为与会者提供了多元交流平台。

10月17日，在世界文化名城全球大
会影视数字化创新沙龙上，北京无限自在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
会秘书周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以

及艺术学院教授兼主席、CAVA建筑与视
觉艺术中心主任理查德·蔻克，混知创始合
伙人陈磊分别从电影营销的数字化、如何
为全球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以及内容的
数字化表达等方面发表了主旨演讲，助力
产业加快科技化。活动现场，理查德·蔻克
还与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创意与
文化创业研究所访问院士、英国灵巧传媒

集团（Ingenious）公共政策和企业传播特
别顾问马丁·史密斯、声影文化联合创始人
COO刘坤、创享投资投资合伙人兼华北
区负责人朱春涛围绕《影视技术革新与产
业投资选择》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2023世界文化名城全球大会的
重要子活动，游戏产业发展与IP国际化
运营沙龙在成都菁蓉汇举行。活动邀请

国内外游戏领域知名企业高管、游戏IP
运营者、本地游戏企业代表、媒体代表等，
共同探讨游戏IP合作及国际化发展。

国际创意设计产业沙龙在三国创
意设计产业功能区拉开帷幕。作为本
届世界文化名城全球大会的收官之作，
国际创意设计产业沙龙会聚了全球创
意经济专家、创意设计领域知名机构和
企业高管、知名设计师等创意设计领域
资深从业者，围绕创新经济政策、用户
中心产品生态、文化与商业以及品牌设
计等话题展开讨论，关注和探索创意设
计在城市和商品品牌中的价值创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刘鲁

文化知识IP生态高质量发展沙龙吸引了超百名嘉宾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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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高地，从区

域门户跃升国际门户，从航空“第四
城”到双国际机场“第三城”，从国家
中心城市进阶国际大都市……在

“一带一路”总体框架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背景下，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快建设的东风，成都正高水平建
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高质量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积极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努力建设国内大循环战略腹
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以

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
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从天府大地到“一带一路”，开放
发展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站在共
建“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历史节点，成
都日报社特别推出专题系列报道

《“锦”绣丝路》，从空中丝路、陆上丝
路、国际交流、开放平台、贸易合作等
维度切入，观察讲述成都如何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走出一条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锦绣丝路”。

敬请关注。

“锦”绣丝路新天地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晨迪）17日，记者获悉，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联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公布《重庆四
川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工作规
范》，推动形成川渝两省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合力。

记者梳理发现，《工作规范》对
两省市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的线索移送、起诉告知、支持起
诉、调查取证、执行跟踪、诉源治理
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明确了异地
消协组织开展实行跨省域提起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可以有效克服跨省
域公益诉讼案件审理造成的信息不
畅，避免了案件重复起诉造成的司
法资源浪费，探索了在全国统一大

市场环境下跨省域众多不特定消费
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机
制，扩大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保护
范围，对于探索多维度、跨区域公益
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据介绍，两省市消委会在各级
检察机关支持下共提起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36件，涉及民事公益诉讼惩
罚性赔偿金72.84万元，帮助农民销
售惠农产品712.85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在《工作规范》
指引下力争提起影响力较大、具有
辨识度的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为维护川渝消费领域社
会公共利益、保护两省市消费者合
法权益、完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
度贡献更多新的司法实践样本。”重
庆市消委会秘书长谷丹说。

维护两地消费者权益

川渝出台跨省域工作规范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李菲菲） 10 月 17 日，2023 天府
芙蓉花节暨成都市花命名40周年主
题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本届芙蓉花节将从10月20
日持续至11月19日。

围绕“成都市花命名40周年”主
题，2023 天府芙蓉花节赏花总面积
达12万平方米，涵盖45个点位，展示
鲜花45万盆，整体活动范围预计覆
盖约2000万人次，期间举办20余场
特色活动。除主会场天府芙蓉园外，
市民在市植物园、圣灯公园、文化公
园、金沙滨河公园等地，以及重要绿
道和城市景观均可欣赏到芙蓉花。

在10月20日的开幕式上，市公
园城市局还将正式宣布成都市花芙
蓉为“2024成都世园会会花”。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正值成都市植物园建
园40周年，2023芙蓉国际研讨会将
于10月21日举办，重点围绕芙蓉科
研创新，植物科学研究，芙蓉城市文
化特色以及乡土城市园林景观建设，
聚焦地方花卉产业发展重点。花节
期间，“芙蓉潮乐·公园生活共享音乐
会”、“公园城市最美乡村(金芙蓉杯)
环境设计大赛”设计作品展览等芙蓉
主题系列活动，与芙蓉 IN PARK—
公园潮玩派对、芙蓉花语沙龙等精品
活动将悉数亮相。

2023天府芙蓉花节20日举行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蔡宇）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四川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完善规则标准、扩大友好城市交
流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
走实、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收获更多
合作成果。

外向通道持续畅通。推动成都
国际航空枢纽双机场协同运营，中
欧班列成都集结中心枢纽功能持续
强化，全线贯通运营新成昆铁路。
目前已累计开行中老班列等南向班
列超5000列，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
客运航线恢复拓展至41条、居全国
第四。

贸易平台能级提升。统筹推进
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等外向型平台建设，
开展自贸试验区对标领航行动和产
业引领工程，探索形成成都自贸试

验区全域等全国首创典型案例 6
项。截至目前，全省约 30%的对外
贸易、90%的对外承包工程布局在

“一带一路”。
金融服务接轨国际。加快建设

西部金融中心，集聚在川外资金融
机构58家。搭建省级“走出去”涉外
风险统保平台，推出中欧e单通，推
出“外贸e贷”“信保贷”“出口易”等
融资产品。深化“一单制”改革实
践，累计签发多式联运提单超13000
单、融资金额超9亿元。

友城交流持续扩面。揭牌全
国首个省级国际友城展览展示场
馆——四川国际友城馆。建设来
华留学示范基地，建成“天府云医·
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4 个、中医
药海外中心 8 个。目前，获批在川
设领国家23个，国际友城和友好合
作关系456对。

四川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累计开行南向班列超5000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