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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登山步道修得巴适，相比
于龙泉山系其他登山道要平缓一些，
适合带娃儿一起徒步，边运动边感受
大自然，很舒服。”12 月 29 日，记者见
到成都市民黄先生时，他已经带着6岁
的娃娃在玉皇养生谷完成了 3 公里的
轻徒步。

沿山下的旅游环线一路前行，一
个独具特色的乡村院落映入眼帘。走
进去，或是三五人闲坐院中喝咖啡聊
天，或是几位游客忙着寻景拍照。

记者注意到，这座位于金堂县官
仓街道红旗村的盘海柚里院子里，咖
啡店、农家菜、共享田园、周末集市等
消费场景一应俱全。村支书林绍军告
诉记者，“天气好的周末，从成都德阳
等地驱车前来的游客多达上千人。”

“一站式”消费院落
游客扎堆打卡

“这个小院漂亮，很有特色，进去
看看。”黄先生和爱人走进“柚里”咖啡
店，闲坐着喝起了咖啡。

除了经营咖啡，小店也供应午餐
和下午茶。临近中午 11 点，店里生意
火热起来，已有三五成群的客人上桌
点菜，还有人陆陆续续来预订下午的

“围炉煮茶”。店主告诉记者，“前两天
很多熟客提前打电话来预订，元旦三
天我们特色花椒鸡预计早早就被订满
了。假期是客流高峰期，我们提前做
了准备，保证供货和食材新鲜。”

与爱好徒步的老公不同，黄先生

的妻子刘女士钟爱的放松方式是咖
啡、拍照及美食。来到盘海柚里院落，
她很快爱上了这里的“一站式”消费体
验，一边在小店品咖啡，一边预订了隔
壁的“香木苑”柴火鸡，准备中午美美
吃一顿。

盘活闲置资源
培育消费新场景

秀美的田园风光、多元的消费场
景、新式的文旅体验，这个位于龙泉山
脚下的小山村，背靠龙泉山，爪龙溪河
道穿境而过，蜿蜒流淌，两岸植被茂
密，溪水潺潺流动，一到夏季，周边城
市游客蜂拥而至，三三两两在两岸树
林里纳凉消暑。

“我们正在修一个书院，计划打造
成乡村民宿，快的话春节就可以开门
迎客了。”村支书告诉记者，通过打造
柚里咖啡、柚里书院、共享田园等集体
经济消费场景，盘活闲置资源，将村集
体闲置的土地利用了起来，也招引了
农业企业投资建厂做农副产品储存和
初加工，带动了村里的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同时，将闲置土地活化利用，
发动村民参与，培育了合欢树下、香木
苑农家柴火鸡等消费新场景。此外，
还引进社会资本租赁了村民闲置房，
打造了山里溪缘研学露营场地。眼
下，盘海院落的打造已近尾声，集登山
游玩、乡村观景、采摘民宿、咖啡美食
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村落业已呈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佳丽

灯光装置艺术展
体验丰富“绿道生活”

依托天府绿道体系，结合绿道特
色主题，环城生态区和锦江公园将迎
来精彩活动。

元旦期间，环城生态区将开展各
类活动 20 余场，实现“精彩不断档、活
动不打烊”。以“万千气象，烟火里的
幸福生活”为主题的天府绿道灯光装
置艺术展，已在桂溪生态公园、锦城
湖、青龙湖、萌宠乐园、蜀道通衢、熊猫
基地等6个特色园上线，市民朋友可以
利用天府绿道小程序结合 AR 实现线
上线下互动打卡，体验丰富多样的“绿

道生活”。
锦江公园将开启以“烟火蓉城·浪

漫锦江”为主题，多码头联动推出的系
列活动，邀四海宾朋来锦江之畔赴一
场汉服与锦江的绚烂盛会。届时，将
有真人 NPC 带领市民游客沉浸式领
略锦江故事卷轴，更有 NPC 化身龙
女，与游客共游锦江，体验仪式感满满
的元旦佳节。

赏灯会、逛市集、观展览
丰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

节日期间，公园里也将迎来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依托人民公园、望
江楼公园、文化公园、百花潭公园等城
市公园打造“游公园”“赏灯会”“逛市
集”“观展览”一站式游园之旅，开展茶

艺表演、鹤鸣灯会、半边市集、书画特
展、惠民展销、游园送好礼等活动，丰
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成都动物园、
植物园也将充分发挥自然教育、科普
研学等资源优势，举办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妙趣横生的科普文化活动。

特色花卉“上新”
点亮蓉城街头

公园有精彩，街头也有美景。近期，
市公园城市局开展花卉品质提升及元
旦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市主要段面，上
新角堇、杜鹃、仙客来等特色花卉共约
258.8万盆，为冬季成都增添亮丽色彩。

对天府广场周边区域进行了面积
约 5000 平方米的花卉景观改造和换
花，以亮黄色的角堇搭配红色的仙客
来扮靓城市中心。人民南路、天府大
道等区域也有了新面貌，造型植物罗
汉松、龟甲冬青等品类丰富的花草，层
次分明。二环高架上新时令花卉石
竹、超级一串红、大花海棠等；三环路、
北星大道、新华大道等点位增加了虞
美人、金鱼草、杜鹃等特色花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市公园城市局供图

三餐里的天府粮仓

开栏语
光阴似箭，一年又将过去。如同

我们期盼新年，在成都数百万亩高标
准农田，庄稼也“盼望”着又一年的破
土迎春，迎接又一年的好光景。

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天下
安。自古富庶的成都平原，有着

“沃野千里”的得天独厚，也紧攥
“水旱从人”的智慧。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筑牢粮食安全基石，成都
持续推进产业融合共兴，打造新时
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协同
提升城乡经济发展水平。

又到年终岁末，让我们一起走
进成都城乡各地，品味新时代城乡
融合发展下成都人的“三餐四季”。

市民吴女士最近心情不错，
她在天府绿道小程序上抢的5斤
大米，前几天寄到了家里。“大米的
质量不错，颗粒饱满，色泽也很均
匀。”更令她欢喜的是，这是产自环
城生态区的粮食，“我上班每天都
要路过绕城高速，很有意义。”

这些大米，来自今年环城生
态区6万余亩总面积的秋收。时
值岁末，“庆丰收”的喜庆呼应着春
夏的耕耘延续至今，向绕城高速
两侧蔓延，越过公园、绿道、写字楼
和骑行的市民，丰富着成都人佳
肴满目的餐桌，也装点了城市里
的田园风光、家门口的都市农业。

年关在即腊味浓，城乡丰收
又一年。从有景又有田的环城生
态区，延展至沃野千里的成都平
原，人们正凭着科技和智慧，赋
能一亩亩土地、一粒粒粮食和种
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千
年故事，正跨越城镇和乡村的边
界，在成都人的一日三餐中不断
续写⋯⋯

要回答“在哪里种粮”，成都的答
案不会单一。城市到乡野，新画卷正
在绘制。平地机和挖掘机互相配合，
施工车辆来回穿梭，一块块整齐标准
的大田、一条条笔直的灌排渠道逐步
呈现⋯⋯12月正值秋收后的农闲黄金
期，温江、新津等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正酣。

“高标准农田是成都藏粮于地的
‘成名曲’。”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按照能排能灌、旱涝保
收、宜机作业、生态友好、稳产高产的
标准建设高标准农田，今年全市新建
33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经全面完
工，至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388.77
万亩，“一带十园百片”粮油产业园区
高标准农田覆盖已达90%以上。

在成都，粮田变“良”田。向着明年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70万亩以上，产
量 230 万吨以上，蔬菜面积稳定在 260
万亩以上”的目标，成都持续向前。

藏粮于地
今年新建33万亩高标准农田

育粮于技
持证农业职业经理人达3万人

增粮于种
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产业链

258万盆花卉点亮街头 迎新活动持续上新

元旦小长假 公园成都氛围浓
游公园绿道、看灯会、逛市

集、观展览⋯⋯记者昨日获悉，元
旦小长假，公园城市一站式游园
之旅开启，系列“迎新活动”正式
上线！走进公园绿道，可体验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彩活动；走
上大街小巷，也能观花赏景，感受
浓厚的节庆氛围。

假期不远游，公园城市里迎
新年。

解锁龙泉山脚下的和美乡村新玩法

登山步道缓 小院咖啡香

高水平打造“天府粮仓”成都片
区，还得育粮于技，也就是“谁来种粮”
的问题。在成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
断推进，各种科技手段、机械装备为种
粮插上“翅膀”。“90 后”女孩王伶俐就
是这样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返乡种
粮8年的她管理着近4000亩高标准农
田，这是其父辈所无法想象的。

近年，随着《成都市农业科技英才
培育项目实施方案》《成都市深化农业
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十条措施》等
政策支持，像王伶俐这样的农业职业
经理人越来越多。目前，全市持证农
业职业经理人达 3 万人，2025 年将培
育打造一支以 5 万名农业职业经理人
为引领、拥有 40 万人以上规模的高素
质农民人才方阵。

不久前，成都又提出要着力锻造一
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成都农
匠”，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优公园
城市乡村表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实现单季亩产 1251.5 公斤，创下
超级稻单季亩产的世界纪录！”——前
不久，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成都分中心的德昌基地传来喜讯。

作为中国首批 5 个国家级种业园
之一、西南唯一的国家级农作物种业
园区，天府现代种业园集科技研发、
双创孵化、博览交易等功能于一体，
搭建了“一库一院五中心”重大种业
研发平台。

攻关种业芯片，成都持续做强现代
种业产业链，正加快构建种业发展格
局，2025年将力争种业产值达到150亿
元，加快建设成为全国现代种业高地。

春 耕 夏 种 、秋 收 冬 藏 ，在 成 都
388.77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上，建良田、
育良才、选良种的故事每天都在发
生。成都人的一日三餐里，蕴藏着更
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成都片区，更见
证着新时代城乡融合的大美图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刘依林） 12 月 29 日，记者从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成都市绿色低碳
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
已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并正式发布。《报
告》旨在展示 2022 年以来成都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的进展成效，
总结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做法
和优良实践，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再上新台阶。

“成都在 2018 年 5 月编制发布了
第一本绿色低碳发展报告，也是全国
首个城市级绿色发展蓝皮书，到今年
已是第六年持续发布。”市生态环境局
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报告》是在 23 个区（市）县、
30 多个部门和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历
时 6 个月编制完成，分为综合篇、重点
领域篇、区域亮点篇等六大部分，近15
万字，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展示了2022
年以来全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最新进
展。与往年相比，这次《报告》更加突
出了成都在推动“三个做优做强”、“四
大结构”优化调整、创新绿色低碳场景
要素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成效。

据了解，2022 年，成都全市结构
调整全面起势、绿色转型加快步伐、宜
居品质更加彰显，新增 4 个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2 个省级生态县，
入选首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获

评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优良”等级，跃
居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西部
第一，位列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
争力排行榜第四，继续蝉联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榜首，“雪山下的公园城
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靓丽名片更加
响亮，绿色低碳正成为成都最厚重的
底色、最鲜明的特质和最持久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报告》，优化
国土空间布局方面，“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获批启用，布局 100 个未来公园
社区，实施 50 个片区有机更新。聚焦
深入实施制造强市战略，编制完成 26
条重点产业链产业图谱，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 200 家，青白
江经济开发区入围首批省级绿色低碳
化循环化改造园区。在夯实公园城市
生态本底方面，创新设立“市民林长”

“山头长”，加快推进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国家储备林和高质量国土绿化试
点示范项目，高质量推进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设，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
至44.5%。

此外，《报告》还从公众参与、创新
示范、数字赋能等方面展示了部分领
域和单位的经验做法，提炼了包括双
路径“碳惠天府”机制、杉板桥近零碳
社区、金牛区近零碳政府办公区、淮州
新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等绿色低碳
发展十大案例。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12月29日，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
获悉，1月至11月，四川实现网络交易额
42956.9亿元，同比增长13.5%。网络零
售额7989.9亿元，同比增长20.2%。其
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5,627.0亿元，同
比增长14.2%；服务型网络零售2362.9
亿元，同比增长37.3%。

与此同时，农村电商发展迅速。
农村网络零售额 2347.2 亿元，同比增
长 25.3%。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68.3
亿元，同比增长14.4%。

值得关注的是，分地域看，成都、
乐 山 和 绵 阳 分 别 实 现 网 络 零 售 额
5564.2 亿元、388.2 亿元和 324.0 亿元，
占比分别为 69.6%、4.9%和 4.1%，位列
市（州）前三。

实物型网络零售方面，成都、绵阳

和乐山分别实现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4065.9 亿元、275.7 亿元和 182.7 亿元，
占比分别为 72.3%、4.9%和 3.2%，位列
市（州）前三；服务型网络零售方面，成
都、乐山和阿坝州分别实现服务型网
络零售额 1498.3 亿元、205.4 亿元和
75.2 亿元，占比分别为 63.4%、8.7%和
3.2%，位列市（州）前三。

从行业来看，在实物型网络零售
中，食品保健、在线餐饮和 3C 数码居
实物型行业前三，分别实现网络零售
额 1257.8 亿元、1102.5 亿元和 780.5 亿
元 ，占 比 分 别 为 22.4% 、19.6% 和
13.9%；服务型网络零售中，在线旅游、
生活服务和休闲娱乐居服务型行业前
三，分别实现网络零售额1260.2亿元、
400.2 亿元和 256.6 亿元，占比分别为
53.3%、16.9%和10.9%。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静宇） 成都成为同时入选首批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和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的五
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昨日，记者从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加快价值实
现，赋能产业发展，2023 年以来，全市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实现了 6 个“新
突破”。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建设新突破，
成都高新区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服
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县域梯队进一步建强；知识产权
创造数量质量新突破，截至 2023 年 10
月，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
万件，相比“十三五”末5.01万件，翻了
一番。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成都已攀升至
全球“科技集群”第 24 位；高价值专利
获奖成绩新突破，2023 年，全市荣获

中国专利奖 13 项、四川专利奖 43 项，
并包揽四川专利奖特等奖、一等奖；知
识产权供需对接质效新突破，11 月 9
日至 10 日，成都举办第五届高校专利
年会暨成都·首届知识产权供需对接
会，挖掘专利成果意向交易及融资项
目金额达43.67亿元，现场签约项目金
额达 5.45 亿元；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模
式新突破，4月20日，“兴业圆融-成都
中小担 1 期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在深交所成功发行，标志着西部地
区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落地成
都，为省内 10 余家企业实现中长期融
资1亿元；知识产权人才政策和队伍新
突破，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机构 32 家，全国知识产权领
军人才8人，执业专利代理师突破1000
人，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突破 2000
家，从业人员超 3 万人，其中专利代理
机构185家，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

前11月四川
实现网络交易额42956.9亿元

今年成都获中国专利奖13项
四川专利奖43项

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至44.5%

成都市绿色低碳发展报告（2022）发布

天府广场周边区域的花卉景观进行了改造

上接01版
要推进文化融合发展，加强城乡

精神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着力塑造
城乡文明新气象。

要推进创新融合赋能，深化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促进技术
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畅通城乡人口双
向流动渠道，激活农村土地要素活力，
强化资金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基
层扩权赋能和减负增效，全面激发城

乡改革发展内生动力。
要推进治理融合聚力，强化基层

党组织引领能力，创新自治法治德治
结合方式，提升城乡敏捷智慧治理能
力和安全韧性水平，持续完善城乡治
理现代化体系。

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让我们锚定目标，善作善为，以“七
个融合”为重点，坚定不移落实各项实施
路径和具体举措，推动现代都市与大美乡
村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紧接 01 版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
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做强“蓉欧产
业对话”品牌，加快建设成都国际友
谊公园，持续提升城市全球美誉度和
国际影响力。

会议指出，优化完善居住证积分
管理和户籍迁入登记制度，有利于更
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要梳理完善积分申报、入户办理
等申报要求和规范流程，扎实开展好

政策解读，以更加方便市民群众办理
有关业务。要结合政策最新要求，抓
紧制定实施细则、完善人才目录、优化
信息系统，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平
稳实施。要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着力解决事关居住证持有人、户籍新
迁入群体的教育、医疗、创业就业等

“操心事”，切实增强大家对成都的认
同感、归属感、获得感。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加快推进超大城市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安排部署全市对外开放有关工作

高标准农田开镰收割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