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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综合新华社） 北京庆丰、山
西宝聚源、上海英雄⋯⋯商务部 21 日
公示新一批中华老字号拟认定名单共
388 个品牌。四川有 10 家企业入选，
其中成都新增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
司和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商务
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上述品牌平均“年龄”达138岁，最年轻
的也超过50岁，其中71.6%拥有各级非
遗项目，63.1%拥有可移动文物。

束珏婷介绍，商务部近期联合相
关部门对 2006 年和 2011 年先后认定
的两批中华老字号进行复核，并开展
新一批中华老字号认定工作。在企业
申报、地方推荐基础上，本着“优中选
优”原则，按照《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
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要求，遴选出这

388 个品牌，拟认定为新一批中华老字
号并向社会进行公示。

截至目前，四川省中华老字号品
牌达 57 个，总数居中西部第一。记者
获悉，今年前 9 月，全省中华老字号累
计实现网络零售额280亿元、同比增长
16.5%，高于全省网络零售 12.9 个百分
点，老字号已成为带动品牌消费、国潮
消费的“顶流”。

据了解，目前全省还拥有四川老
字 号 品 牌 125 个（含 57 个 中 华 老 字
号），所属企业 109 家。其中食品酿
造 77 个，占 61.6%；餐饮住宿 30 个，占
24%；其他行业共计 18 个，占 14.4%。
川酒是我省特色产业，获授牌老字号
酒 企 22 个 ，占 老 字 号 品 牌 总 数 的
17.6%。

老字号不仅是带动消费的“主力
军”，更在商贸流通、质量管理、技术创

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持续推进四川老字号示范创建，
开展老字号嘉年华系列活动，探索打

造老字号集聚区，引导老字号企业跨
界融合打造新 IP，让老字号在守正中

“新起来”“潮起来”，更好满足国潮消
费需求。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常斐 李世芳） 昨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凤朝会见了香港玉湖集团董事
局主席黄向墨一行。

双方表示，成都“两场两港”通达
全球，美食产业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
力巨大，将为冷链物流和冷链食品产业
等提供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将在现
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

作用，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蓉
集聚，持续扩大冷链进口贸易规模，助
推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都将全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一如既往为企业提供最优质、高
效、便捷的服务保障，让在蓉企业放心
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

副市长吴皓，市政府秘书长戴志勇
等参加会见。

12 月 21 日起，成都与天津两地轨
道交通二维码上线跨区域互联互通功
能，进一步提升跨区域乘客出行便捷
度。此次“蓉津”城市轨道交通的“强
强联合”，促进城市间绿色出行，也对
推动区域轨道交通融合共通起到积极
作用。

截至目前，成都地铁 APP 已在重
庆、西安、南昌、郑州、广州、上海、天津
7 座城市实现跨城扫码互通，进一步
扩大联动服务辐射范围，让市民享受
便捷绿色交通。

成都与天津两地轨道交通乘车
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后，两地乘客
使 用 成 都 地 铁 APP 或 者 天 津 地 铁
APP，可在成都、天津任意一城地铁
扫码乘车，操作更加简易、出行更加
便捷。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民乘客首次使用“成都地铁APP”在
天津乘坐地铁时，需要点击 APP 菜单
栏中间的“乘车”按钮，绑定支付方式，
再点击乘车码左上角，切换至“天津地
铁”，即可生成乘车码，进入天津地铁
乘车页面，实现异地乘车。

另外，本月初，成都地铁与成都公
交乘车二维码已实现互联互通，市民
乘客使用成都地铁 APP 或成都公交
APP，均可轻松解锁成都轨道交通、成
都 公 交 乘 车 ，换 乘 坐 车 无 需 切 换
APP。成都公交、地铁 APP互联互通，
进一步提升了乘客的出行效率，扩大

“双网联动”辐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乘客不可将

不同乘车方式混合使用，例如使用天
府通 APP 乘车与单程票、储值卡、其
他 APP 二维码等方式交叉进出站，将
造成交易异常。

“成都地铁 APP 还为用户提供了

实时的地铁运行信息，包括失物招领、
列车位置、线网拥挤度、首末班车时刻
表等功能，让乘客有更加便捷、舒畅的
出行体验。”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秋妤）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
布 2023 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典
型成果，四川省共有 12 项职工书屋建
设典型成果上榜。

此次上榜的成果中，四川时代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职工书屋获评全国工
会品牌职工书屋示范点，巴中市总工会
获评全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优秀组织
单位，四川成南高速公路街子收费站

“竹香书意”读书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
内江收费站“心灵营养”读书会、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薪火”读
书会、蜀道城乡集团成都分公司“云上·
写诗”女职工读书会获评全国工会职工

书屋“示范职工读书会”，四川川锅锅炉
有限责任公司焊培中心常务副主任唐
成凤获评全国工会职工书屋“阅读学习
成才职工”，四川省巴中市总工会网络
和宣教工作部部长谢婷、四川省电力工
会宣教文体干部林伶获评全国工会职
工书屋“突出贡献工作者”。四川省总
工会、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和五
粮液集团工会获评全国工会电子职工
书屋应用示范单位。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全国工会
职工书屋示范点 852 个、省级职工书
屋示范点 320 个，辐射带动基层建成
职工书屋 20000 余家，惠及职工群众
2000多万人次。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典型成果发布

四川12项成果上榜

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
携手共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凤朝会见香港玉湖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向墨一行

我市新增两家中华老字号

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挖掘

利用。与前两批复核中保留的 1073
个品牌合并计算，平均“年龄”达 140
岁，其中囊括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

“百年老店”，拥有非遗项目和可移动
文物的占比分别提升至46%和22%。

二是更加聚焦服务百姓日常生
活。与前两批累计，共涵盖 32 个行
业，六成以上分布在食品制造、餐饮、

酒饮茶制造、零售等与百姓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行业，占比分别为 18.8%、
16.6%、15.5%和12.8%。

三是更加强调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388 个品牌 2022 年实现营业额超
过 5200 亿元，平均值较前两批进一步
提升，加上前两批合计实现营业额近
1.8 万亿元。388 个品牌中，八成以上
开展了连锁经营，超过 97%拓展了线
上渠道。

中华老字号平均140岁

成都地铁APP七城互通

隆黄铁路叙毕段

客运货运同天发车
全线正式开通运营
12 月 21 日上午，随着汽笛轰鸣声

响起，在泸州市叙永北站，46001 次货
运 列 车 驶 出 站 台 。 14 时 8 分 ，客 运
K9393 次列车也由叙永北首发开往贵
阳，标志着历时 7 年建设的隆黄铁路
新建叙永至毕节段（以下简称：隆黄
铁路叙毕段）全线建设任务圆满完
成，客货运班列同日首发，全线正式
开通运营。

记者从蜀道集团了解到，隆黄铁
路叙毕段采用川滇段和贵州段分段建
设，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其中，川滇
段正线里程 151.8 公里，全线隧道 55
座，桥梁 74 座，桥隧比 89.56%，由蜀道
集团主导投资建设；贵州段正线里程
37.5 公里，桥隧比 69.93%，由叙毕铁路

贵州公司主导投资建设。
隆黄铁路叙毕段属于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中的攻坚工程，起自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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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
公里，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为国家
Ⅰ级单线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以货
运为主。隆黄铁路叙毕段共设叙永
北、金桂、兴文南、白腊、高田乡、下坪、
威信、罗坭、果珠、以勒、兰家沟、何官
屯、毕节、毕节东共 14 座车站。其中，
威信、毕节、毕节东为既有站，叙永北、
兴文南、威信、果珠、以勒、毕节 6 个车
站开办客运业务。

隆黄铁路叙毕段开通以后，沿线
货运能力将大幅提升。规划显示，隆
黄铁路叙毕段开通运营后，预测初期
年（至 2025 年）输送能力为货运 1061
万吨，旅客列车单日开行对数为 3 对；
近期年（至 2030 年）输送能力为货运

1245 万吨，旅客列车单日开行对数增
加至 5 对；远景年（至 2040 年）输送能
力为货运 2200 万吨，旅客列车单日开
行对数将再增至8对。

隆黄铁路隆叙段

扩能改造工程启动铺架
2025年全面建成

12 月 21 日下午，随着一片长 32
米、重 134 吨的 T 梁平稳准确落位，由
蜀道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隆黄铁路隆
昌至叙永段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启动铺
架，标志着项目线上工程全面展开。

与叙毕段一样，隆黄铁路隆叙段
扩能改造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的一段，该线路北起成渝铁路隆昌
站，跨沱江、越长江，南至叙毕铁路叙
永北站。线路全长 138.6 公里，既有线
路 29.2 公里，新建线路 109.4 公里，设
车站11座，隧道23座，设计速度120公

里/小时，预计2025年建成通车。
记者在位于泸州的施工现场看

到，随着各种施工材料的运输流转，现
场热火朝天，在连绵不断的丘陵和水
系之间，建设者在口令指挥中平稳地
进行着铺架工作，一道道钢铁横梁，架
设在川南山水之间。据了解，铺架工
作跨越长江、沱江等重要水域，还多处
穿越高速公路。为保证施工质量，项
目参建各方利用了群吊技术、专业化
信息调度指挥系统，合理调配架桥机、
龙门吊、平板车等施工设备，确保安全
推进施工任务。

蜀道集团四川隆叙宜铁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丹向记者表示，目前，隆
黄铁路隆叙段扩能改造工程线下工程
完成 75.7%，已贯通隧道 12 座，各项进
度按节点目标全力高质高效推进，预
计2025年建成通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文/图

隆黄铁路叙毕段通车

轨道交通一码通行

第一步 打开成都地铁 APP，点
击菜单栏中间的“乘车”按钮，首次
使用二维码过闸的乘客，先绑定支
付方式，即可使用二维码先乘后付；

第二步 点击左上方“成都地
铁”，在选项中切换至天津地铁；

第三步 进入天津地铁乘车页
面进行乘车。

具体操作步骤具体操作步骤

成都地铁

A
P

P

可在重庆

、西安

、

南昌等城市跨城扫码

隆黄铁路叙毕段共设14座车站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升涛） 12 月 21 日，“文创名城·
第四届成都国际女性艺术季开幕式
暨非遗文创作品赛颁奖典礼”在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举行。市委副书记
陈彦夫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开幕式上，15 件优秀作品分别获
得“最具实用价值奖”“最具市场潜力
奖”“最具时尚创意奖”“最具国际视野
奖”“最具创新价值奖”5 个奖项，非遗
文创作品大赛评委会首席评委许燎源
为大赛作总结点评。

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化品牌，
成都国际女性艺术季创办于 2020 年，
迄今连续举办了三届，已成为传播天
府文化、讲好成都故事、推进成都与世
界文化交融互鉴的一张靓丽名片。

今年艺术季将由“她创造·非遗
文创作品赛”“她梦想·开幕式暨颁奖
典礼”“她魅力·最美非遗 T 台秀”“她
时代·文化艺术产业路演”“她艺术·
国际女性艺术家作品邀请展”“她乐
活·文创产品创意集市”6 大系列活动
组成，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推动探索非遗生活化、产业化、时
尚化、国际化的创新之路，展现非遗
之美、艺术之美、女性之美、文化之
美，在加快建设彰显天府文化特色的
世界文化名城中书写巾帼篇章。活
动将持续到明年 3 月，为更多年轻女
性提供文化交流、文创展示、非遗传
承的开阔平台。

开幕式前，陈彦夫还参观了“她艺
术·国际女性艺术家作品邀请展”。

文创名城·第四届成都国际女性艺术季
开幕式暨非遗文创作品赛颁奖典礼举行

陈彦夫出席活动

2023，我们与光同行

研究审议成都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等议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首发式
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明斯克举行

上接01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

罗斯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白俄罗斯文
艺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与会嘉宾表
示，这是中白两国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方面的重大成果，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落实中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不断深化交流，为建设两国全天候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馆共同主办，外文出版社、白俄罗斯文
艺出版社承办。

首发式上，中白嘉宾共同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新
书揭幕，中方向白方赠送了新书。首
发式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中白治国
理政经验进行了交流研讨。截至目
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
译出版40个语种。

上接01版
会议强调，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是让改革开放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的重要举
措，对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具有重要意
义。要加强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建
立分层分类、可持续的社会救助体
系，形成梯度救助格局，做到应保尽

保、应救尽救。要依托智慧蓉城人口
数据库，打造“一站式救助平台”，因
人因户精准施策、综合施策，做到需
要救助的困难群众“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确保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到
位，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作为成都
南向“出海”的
最近铁路通道，
从规划以来，西
部陆海新通道
西线主通道建
设一直备受关
注。昨日，好消
息接连从四川泸州传来：
隆黄铁路叙毕段正式通
车，隆叙段扩能改造正式
提速。作为西部陆海新
通道西线主通道的重要
一段，隆黄铁路的新进展
让人振奋。这也预示着，
从成都出发，距离大海最
近的一条铁路通道已经
呼之欲出。 西部陆海新

通道西线示意图

扫码进出地铁站提升了乘客出行效率

上接01版
我们对机遇积极抢抓，成都大运

会、世界科幻大会圆满举行，成都乘势
奋起、走向世界，以“三城三都”建设在
全球城市坐标体系中重校位置。

我们对使命担当有为，成渝（兴隆
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揭牌亮相，“双城记”
越唱越响亮；轨道交通资阳线全线实现

“长轨通”，“都市圈”越建越紧密；千年摩
诃池胜景再现，“示范区”越绘越清晰。

这一年，我们散发光。
一位卖炒粉的独臂“90 后”单亲

爸爸，折射出自强之光；一辈子专心和
鱼打交道的“成都农匠”，折射出奋进
之光；一句“牛肉面不要牛肉”的暗语，
折射出友善之光⋯⋯

溪流融汇江河、尘土垒出高山，无
论你是深夜仍在走街串巷的外卖小

哥，还是寒风里清扫落叶的环卫工人；
无论你是烈日下汗流浃背的执勤交
警，还是无影灯下昼夜不分的手术医
生；无论你是田径场上挑战极限的运
动健儿，还是实验室里刻苦钻研的科
研工作者⋯⋯你就是一道光，千千万
万散发微光的个体聚拢，就是民族复
兴、城市崛起的璀璨星河。

2023，我们与光同行，我们追逐
光、成为光，也散发光——这是民族梦
想之光，星辰大海、虽远必达；这是城
市奋进之光，求真务实、久久为功；这
是人民伟大之光，勤勉奋进、自强友
善。今日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推出
年终特别策划“2023，与光同行”，让我
们在真实的笔触、定格的画面中，一起
发现光的力量。敬请垂注！

本报制图 江蕊松

成都出海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