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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迎
来今年第 7000 万名旅客，实现继 2018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后的又
一次千万级跨越，成都成功晋升中国
内地“7000万级航空城市俱乐部”。

“7000 万”从何而来？是什么吸引
人们络绎不绝地往来成都？

成都，盛会赛事丰富多彩

向来有中国食品行业“风向标”之
称的糖酒会，是成都市场活力和热度
高涨最直接的折射。今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的第 108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观展总人数达38.6万人次。仅4月
6 日至 13 日，成都市酒店总客流量达
325 万人次，酒店预订量 292.8 万单，大
量外市、外省商旅客选择航空出行。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4 月 6 日至 10 日，
飞 往 成 都 的 机 票 预 订 量 环 比 上 涨
25.04%。

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目前是中国
四大车展之一，也是西部最大的汽车
展。今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成都车
展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展出
面积 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300 多家，
观展人数 90.2 万人次，产生订单 35028
台，成交金额 60.87 亿元人民币。某汽
车品牌参展商曾表示：“每逢车展，我
们都会乘飞机来到‘天府之国’，每一
次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0 月，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举
行，超 2 万名科幻迷共聚成都，来自全
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1200 名嘉宾
参会。他们从五湖四海乘“机”而来，
成就了这场世界科幻大会历史上科幻
迷参与最多、规模最大的科幻盛会，外
宾规模数创下历届之最。

回望今年夏天，全球各地的运动
员来成都参加大运会。据悉，成都大
运会期间，成都国际航空枢纽高标准、
高质量保障大运相关航班 2600 余架

次，人员19000余人次。在成都大运会
结束的第一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机
坪上一片繁忙——每 2 分钟就会起降
一架飞机。

成都，演艺市场空前火热

今年以来，大部分成都人的朋友
圈里都会有关于演唱会的动态。李荣
浩、毛不易、华晨宇、张学友、薛之谦、
蔡依林、张韶涵、伍佰⋯⋯演唱会接连
不断。

11月5日，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
成都站在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迎来最
后一场演出。数据显示，此次演唱会总
计观众人数12.1万人次，其中跨城观众
占比57%，票房总收入约2.2亿元。

在张学友的9场演唱会中，成都观
众占比约 42.4%，四川省内其他市州观
众占比约 23.7%，而省外观众达到了约
33.9%。跨城观演的外地歌迷占比近

六成，“打飞的”看演唱会似乎成为了
一种潮流。

不只是演唱会，今年音乐节、音乐
会、脱口秀、话剧、相声等各类型演出
更是在成都轮番上演，演艺市场空前
火热。10月，备受关注的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在成都上演，不少汉服爱好者
表示“DNA”动了，有外地观众身穿汉
服“飞”来成都，真正实现“跟着演出去
旅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2023 年
全市各类营业性演出 14330 场次，与
2022 年 4978 场次相比，增长 188%。预
计2024年1月1日前，全市还将有1000
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115场次，累计
观演人数将超过63万人次。

今年“五一”假期，“售罄”“约满”
“限流”一定是最热的关键词。数据
显示，在为期 5 天的假期内，成都文
旅消费“井喷式”增长，为五年来最
高。 紧转02版

12 月 4 日，新建叙（叙永）毕（毕
节）铁路 4 座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这
条修建多年的铁路通车在即。8日，黄

（黄桶）百（百色）铁路也宣布开建，沿
线交通运输水平将迎来极大提升。

对成都而言，这两条铁路还有更
为重大的意义：虽然其起点距离成都
数百公里，但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
线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
成都大宗货物南下出海的最快铁路
通道。

未来成都货物如何通过铁路出
海？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建设能为
沿线地区带来什么？日前，本报记者
前往四川叙永，云南威信、镇雄等地进
行探访。

打通梗阻
这是成都最近的出海铁路通道

成都不沿边不沿海，陆上出海一
直是横亘在城市对外发展前的一道
难关。

2019 年，《“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
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

布，为解决西南地区货物出海问题提
供了解决路径。在西部陆海新通道规
划中，如果自成都出发，由叙毕、黄百
等各段组成的西线是西、中、东三线中
里程最短、运输成本最低的一条。

“西线通道从成都出发，经过隆昌
到达叙永，从叙永经毕节到达黄桶，再
从黄桶经百色一路南下就可以到钦州
港，一共1377公里，比现有的南下出海
铁路缩短了近 300 公里。”在叙毕铁路
以勒站，叙镇铁路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总经理孙晋锋向记者解释道。

以勒站坐落于云南威信县的群山
之间，站房内部装修已经全部完成。
12 月 4 日，叙毕铁路的叙永北站、兴
文南站、果珠车站、以勒车站 4 座站
房已经全部完工，叙毕铁路通车指
日可待。资料显示，叙毕铁路属于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建 设 中 的 攻 坚 工
程，起自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北站，向
南经宜宾市兴文县，云南省昭通市
威信县、镇雄县，至贵州省毕节市毕
节 东 站 。 线 路 正 线 全 长 191.904 公
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将同时承担货
运和客运两种功能。

叙毕铁路投用后，从成都快速“出
海”的铁路通道何时能全部贯通？记
者从蜀道集团和国铁集团了解到，叙
毕铁路投用后，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
主通道仅剩黄桶至百色段铁路未建
设。此外，成都至隆昌段等段正进行
扩能改造的预可研工作。12 月 8 日，
全长约 315 公里的黄（黄桶）百（百色）
铁路也宣布开建，成都最近的出海铁
路大通道脉络已呼之欲出。

凌空架桥
在50层楼高的山巅建铁路桥

“给我多少钱，都不来了。”2019
年，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叙毕
铁路冯家寨大桥开建，但山峦叠嶂、万
般崎岖的地理环境却让运钢材的司机
在到达现场后，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12 月 4 日，记者来到叙毕铁路冯
家寨特大桥现场，看到了这座“凌空架
飞虹”的铁路桥。

云端上，冯家寨特大桥连着两座
大山，在桥面向下望去时，装载机、混
凝土运输车和玩具遥控车差不多大。

“大桥的 7 号主墩差不多有 129 米，近
50 层楼的高度，坐电梯 4 分钟才能到
顶。”中铁十九局集团技术员张龙飞和
他所在的班组见证了最高墩“成长”的
点点滴滴。他回忆，冯家寨特大桥一
共建造了800多天，是叙毕铁路桥梁高
度与跨度之最。

大桥之“高”显而易见，而其他难
点却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

“附近的地质条件太复杂了，才来
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浇了一瓢冷
水。”叙镇铁路公司总工程师王锋告诉
记者，大桥施工区域内有顺层滑坡、岩
堆、岩溶、瓦斯、暗河等不良地貌，对于
修路来说，这些都是建设中的“拦路
虎”。大桥建设历时 5 年，获得多项专
利，克服了无数困难。

冯家寨特大桥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中的缩影，在叙毕铁路，还有斑竹
林隧道、鱼洞乡特大桥等重难点工
程。该线全线桥隧比高达 86.19%，跨
越海拔1000多米。它的建成不仅畅通
了西南地区至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货
运通道，也将成为川滇黔三省经济发
展的拉动线。 下转02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刘泰山）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2023 年 5G 工厂名录》，涵盖 300 个
遴选出的 5G 工厂，覆盖 24 个国民经
济大类，建设投资总额达97.3亿元，有
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四川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宜宾市贝特瑞
5G工厂、纺织服装服饰业的广安市鸿
美嘉服饰5G智慧工厂入选。

当前，“5G+工业互联网”蓬勃发
展，全国项目数已超过 8000 个，5G 已
由生产外围辅助环节深入至核心控制
环节。工信部表示，为加快“5G+工业
互联网”在工业生产各领域、各环节全

面应用，《5G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提
出开展5G工厂“百千万”行动，即推动
万家企业开展建设，建成 1000 家工
厂，打造 100 个标杆，在各地报送基础
上，遴选形成《名录》。

从企业的类型来看，多类型企业
积极建设5G工厂。《名录》涵盖了中央
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合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其
中，民营企业占比 50.3%，中央企业占
比 16%，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各占比
7.7%，其他国有企业占比 18.3%。此
外，《名录》中大型企业占比达 52.7%，
中小企业为 47.3%，形成大中小企业
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叙毕铁路通车在即，黄百铁路开建，本报记者实地探访

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呼之欲出

叙毕铁路起自四川省
泸州市叙永北站，经宜宾
市兴文县，昭通市威信县、
镇雄县，至毕节市毕节东
站。正线全长191.904公
里，桥隧比高达 86.19%，
跨越海拔1000多米。

工信部发布300家5G工厂名录

四川两家工厂入选

1377公里

冯家寨特大桥

。

西 线 通 道 从 成 都 出
发，经过隆昌到达叙永，
从叙永经毕节到达黄桶，
再从黄桶经百色一路南
下就可以到钦州港，一共
1377 公 里 ，比 现 有 的 南
下出海铁路缩短了近 300
公里。

86.19%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李艳玲） 日前召开的“2023 高质
量发展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发
布了 2023 企业 ESG 年度优秀案例名
单。记者昨日获悉，成都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产业集团）
凭借案例《以“碳惠天府”创新构建碳
普惠机制》，成为唯一入选成都国企。
记者了解到，本次 50 个“2023 中国企
业 ESG 优秀案例”奖项从申报的 572
项案例中选出。

据悉，2018 年 9 月，成都产业集团
所属成都大数据公司（现成都数据集
团）获批建设成都市“碳惠天府”示范工
程项目。自启动实施“碳惠天府”机制

以来，成都数据集团以“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公开公正、广泛惠民”为原则，以

“公众碳减排积分奖励、项目碳减排量
开发运营”为路径，一方面通过精准推
广宣传、打造积分场景等方式，累计打
造100余个低碳积分场景，吸引226万
市民注册参与公众碳减排活动，提升公
众碳减排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碳减
排量开发、碳中和公益行动、企业低碳
发展管理服务等方式，吸引600余家企
业参与碳减排碳中和行动，累计撮合完
成227次碳中和认购交易，消纳6万余
吨能源替代类碳减排量和8000余吨生
态保护类碳减排量，认购资金近120万
元，占全市碳减排量成交额的75%。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唐小未） 近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
研究中心发布“赛迪投资竞争力百强
区（2023）”，成都市9区上榜，分别是武
侯区、双流区、龙泉驿区、锦江区、金牛
区、青羊区、新都区、成华区、郫都区。

投资竞争力是对城区营商环境质
量、招商引资能力、要素供给水平、产

业发展活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是城
区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体现。

本次评价构建了政务服务、对外
开放、基础环境、产业活力、人才吸引、
要素保障 6 个一级指标及 20 个二级指
标的评价体系，对全国除直辖市、港澳
台地区及国家级新区外的 900 余个市

辖区展开综合评价，形成“赛迪投资竞
争力百强区（2023）”榜单。

透过榜单，可见“赛迪投资竞争力百
强区（2023）”年度招商引资总额略有提
升，招商引资总额最高值为3124亿元，均
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88.6亿元和326.7亿
元，三项指标均小幅超过2022年，分别高
出64亿元、41.9亿元和2.7亿元。

数据还显示，“赛迪投资竞争力百
强区（2023）”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大幅
增长，利用外资总额的最大值为 42.6
亿美元，平均值为 6.9 亿美元，中位数
为 4.9 亿美元。三项指标均大幅超过
2022 年，分别高出 16.1 亿美元、2.1 亿
美元和 0.8 亿美元，增长幅度分别达
62.9%、43.8%和19.5%。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方耀） 昨日，记者获悉，双流区
首家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在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正式挂牌成
立。通过与在双高校共建大学生就
业创业指导服务站，为广大毕业生
就业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保障，促
进高校毕业生在双流高质量充分就
业和发展。

据介绍，服务站将全力服务双流
区高校学子，通过定期深入高校了解
大学生需求，为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
就业指导、招聘服务、创业培训等方
式，全方位帮扶、指导大学生做好职业

规划，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还将发
挥好服务站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用
人单位进校招聘，助力高校毕业生顺
利就业、尽早就业、更好创业。

在挂牌的同时，相关部门还组织
了 2023 年公共招聘进校园活动，共邀
请 230 余家优质企业入校揽才，提供
岗位 3500 余个。在活动现场，四川快
手互联网信息有限公司、杭州开元森
泊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眉山市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与四
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融媒学院、文化
旅游学院、文化商学院、文博学院 4 个
二级学院进行了校企合作项目签约。

盛会赛事不断、演艺市场火热 ⋯⋯

“7000万”见证成都经济活力

成都9区上榜投资竞争力百强区

成都碳普惠机制获评年度优秀案例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挂牌
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招聘服务、创业培训等服务

时近岁末，千里之外的河内，温
暖如春，绿意盎然。应越南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主席武文赏邀请，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12日至13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时隔六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再次

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这是一次继往开来之旅。此次访

问，不仅将巩固深化中越作为社会主

义友好邻邦的传统情谊，更向世界持
续传递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明
确信号，为亚太地区稳定发展繁荣增
添新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
多确定性、稳定性。 下转04版

为中越关系发展定向把舵
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繁荣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 12月9日，记者从四川省
水利厅获悉，水利厅会同农业农村厅
组织编制《四川省农田灌溉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本
月内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划》主要围绕到 2035 年基本
构建“设施完善、技术先进、管理科学、
用水高效、生态良好、保障有力”的现
代化灌排体系，统筹全省国土空间格
局、农业空间格局、水网总体布局和

“一主四片”水生产力布局，着力打通
骨干渠道与田间末级渠系梗阻，提升
耕地灌溉率，改善灌溉条件和增加农
田灌溉面积。

《规划》明确了我省灌区建设的主
要目标。到 2035 年，四川基本实现灌
溉现代化，灌溉面积达到 6956 万亩，
其中，2025 年达到 5530 万亩，2030 年
力争达到 6407 万亩。耕地灌溉面积
达到 5948 万亩，2025 年达到 4580 万
亩，2030年力争达到5451万亩。

灌溉用水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明显
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56 以
上，新增灌溉节水能力 12 亿立方米。
灌溉供水保障能力明显提升，新增灌
溉供水能力 63 亿立方米。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灌溉根基更
加牢固，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320 万吨，
到2030年新增256万吨。设计灌溉面
积 5 万亩及以上的灌区中数字孪生覆
盖率达到60%以上。

据悉，当前，我省在建及新建大
型灌区共 24 处，将新增全省灌溉面
积 1054 处，改善灌溉面积 1765 万亩；
在建及新建中型灌区 184 处，将新增
灌 溉 面 积 505 万 亩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195 万亩。《规划》提出，我省在建灌
区 原 则 上 到 2035 年 要 全 部 建 成 达
产；规划新建灌区，按照开工时序和
建设工期考虑不同达产率。到 2035
年，全省 208 处现代大中型灌区将新
增灌溉面积 1559 万亩，改善灌溉面
积 1960 万亩。

《四川省农田灌溉发展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到2035年全省灌溉面积达到6956万亩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白洋） 12 月 9 日，记者获悉，第二
届公园城市艺术季开幕，本届艺术季
以“感知·城市维度”为主题，分为预
热、开幕、延伸三个阶段，共计 28 场活
动，并将联动A4美术馆等天府新区内
的11家文化艺术机构持续开展。

据悉，作为本届公园城市艺术季
开幕特展，美美与共——青年艺术家

扶持计划展也在天府美术馆同时开
幕，展览由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在内的
院校青年艺术家提供中国画、油画、木
刻、雕塑、设计在内的80余件作品。

同日，天府新区优秀公共美育机构
授牌仪式举行，A4美术馆、柏村艺术馆、
广汇美术馆、何多苓美术馆、穆夏美术
馆、森的美术馆、天府美术馆7所机构被
授予“优秀公共美育机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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