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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引领+酒旅融合

白酒成都产区准备这样突围
春日的天府大地，第110届全国糖酒会如期而至。今年全国糖酒会规模创历届之

最，首次发布了品牌口号——“过完春节过春糖”。从“会”到“节”的背后，能看到一座
城市与一场盛会的相互成就、双向奔赴。作为春季糖酒会所在地，白酒成都产区应该
如何发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区域带动力的白酒融合发展
典范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白酒产业高地和白酒文化中心？糖酒会期间，“白酒成都产
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蓉成功举办，政府、协会以及成都产区优秀酒企代表齐聚，共话
产区高质量发展，为成都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建言献策。

链接龙头企业
点亮“成都白酒”名片

作为糖酒会所在地，成都白酒产区正持续
推动产业扩容升级。在成都锦江边，水井街酒
坊遗址上启元末明初，下至当今，延续 600 年从
未间断生产，堪称“中国白酒第一坊”。如今，水
井坊已成长为链主企业，推动成都白酒产区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随着中国白酒产业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深
水期，白酒行业正面临多重挑战。作为酒类行
业“风向标”、食品行业“晴雨表”，糖酒会是行业
交流会，也是产业推进会，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思
想碰撞下，相关产业发展的齿轮开始转动。

会上，邛崃市委书记刘刚表示：“随着产业结
构的深度调整和消费需求的深刻变化，白酒产业
由品类向产区发展的态势愈发明显，产区化的浪
潮正在将白酒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和高度。”

对于产区的发展，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副厅长冯锦花认为：“要充分发挥成都区位优
势、白酒产业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区
域带动力的白酒融合发展典范区、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白酒产业高地和白酒文化中心。”

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产区的高质
量融合发展非常重要。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
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焦伟侠表示：“成都产区要
深入转化产区的核心价值，以龙头企业水井坊

为核心，坚持产区集群化发展思路，做好成都
（邛崃）产区全产业链建设。”

对于行业各方的期待，水井坊首席数字与
创意官周苑忻回应:“水井坊在享有这独特产区
的优势同时，也将持续回馈成都市场。以创新
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成都产区的整体提升，守
护天府酒脉文化。”

建立标准引领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众所周知，窖池是浓香型白酒品质的根本
保证，窖池的连续使用越长，所生产的酒质就越
好，自古便有千年老窖万年老糟的说法。但长
期以来，相关行业标准缺乏。

“这种标准和管理办法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四川浓香型白酒品牌整体打造和整体竞争力
的提升，制约了浓香型白酒的高质量发展。”四川中
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大智
坦言。新趋势下，优质白酒产区不仅要有高质量发
展的名酒企业，还要以名酒企业为基础，形成一套

匹配产区发展的标准，从而建立起区位、生态、文化、
品质和品类等方面的差异性与稀缺价值。

在此背景下，论坛当天，由四川中国白酒金
三角酒业协会携手水井坊公司，共同制定的《白
酒成都产区浓香型白酒名优老窖池团体标准使
用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正式发布。该

“指引”从定义与分类、技术要求、质量标准、生产
管理等十二个领域明确了白酒成都产区老窖池
的管理原则与框架，为进一步编制四川名优老窖
池保护与生产的相关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和水井坊将
进一步通过标准制定，确保白酒成都产区浓香
型白酒的质量和特色，同时推动白酒行业的规
范化和专业化发展。

发力酒旅融合
以文化激活消费

在白酒行业新的发展周期下，产业向名酒
产区、名酒企业、名酒品牌聚集的趋势愈发明
显。趋势的背后是消费者对美酒美好生活的追

求，如何全方位升级酒业发展能级，酒旅融合创
新发展因此成为推动酒业全方位升级发展的重
要引擎之一。本次大会的主题，正是“焕活天府
酒脉文化”。

本次论坛上，水井坊在成都文旅局指导下，
联合成都旅游景区协会共同推出了成都首条酒
旅融合路线——“春饮一壶酒，古今穿越 600 余
年”，将产业与成都进一步融合，由内而外地焕
活成都灿烂的文脉。“这是一次对四川酒旅融合
事业有很大影响的探索，四川在酒旅融合发展
方面的空间很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副会长、四川省非遗保护协会会长郑晓幸谈
到。“推进‘白酒+文化+旅游+农业+数字’融合
创新发展，需要产区龙头企业水井坊做好排头
兵，带动产区各大酒企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以
酒兴城，以城促酒。”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焦伟侠认为。

传承是水井坊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础，而
创新则是水井坊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寻求发
展的关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总经理
艾恩华表示：“作为成都产区的龙头企业，水井坊
积极响应和践行成都白酒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
略部署，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以品质和文化赋能产
区高质量发展。未来，水井坊将持续发挥龙头企
业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川酒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
升，助力书写中国白酒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郝思菡
供图 水井坊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3
月 21 日，伴随着一声爆破巨响，由蜀道集团所属
川高公司主导投资的乐西高速控制性工程大凉山
2 号隧道右洞顺利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 6 个月，
为今年6月乐西高速美姑至昭觉段54公里分段式
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凉山 2 号隧道是西南地区在建高速公路中
第四长隧道，也是乐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隧
道全长约 12.5 公里。隧道位于剥蚀、溶蚀构造高
山区，山脊单薄，地形破碎，沟壑众多，地质构造及
地层岩性极为复杂，在施工过程中面临了滑坡、偏
压、岩溶、富水、瓦斯、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隧道
洞身穿越 420 米软弱大变形段，灰岩富水段最大
日涌水量 71682 立方米，相当于 28 个标准游泳池
储水量，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建设单位通过
加强设计、严格施工管控，保障了大凉山 2 号隧道
建设安全。

据悉，乐西高速全线预计 2025 年年底建成通
车，届时，将结束昭觉、美姑、雷波三县不通高速的
历史，昭觉至马边的车程将从现在的 5 小时缩短
到1.5小时左右，开车从昭觉至成都仅需3.5小时。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3
月 21 日，“二月花市”——成都第六十届花会在成
都市文化公园开幕。本届花会以“成都花会六十
载·万干气象迎世园”为主题，展出蜀花迎春、出水
芙蓉、龙游寻花等8大各具特色的精美景点、约120
种各类花卉植物，生动呈现花卉之美与园艺之精。

本届花会将从3月21日一直持续到4月20日，
并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快看！‘桐妹儿’也来了！”
当天，世园会吉祥物“桐妹儿”现身成都第六十届花
会现场。它迈着萌萌的步伐穿梭于花丛之间，与市
民游客打招呼。

据了解，2024 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 4 月
26日开幕。为迎接世园会的举办并进行前期预热，
花会现场不仅可以看见世园会的吉祥物“桐妹儿”，
还可以看到世园会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花会举办
期间还特别设置了迎世园摄影及书画展，以笔墨之
力在方寸之间展现成都市民对世园会的热切期盼。
另外还有十二花神秀、书香换花香、插花园艺讲座、
夜间文艺演出、文创美食集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往体验打卡。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刘
鲁） 距离清明节还有两周的时间，小长假踏青
赏花的旅游需求开始被提上日程。3 月 21 日，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清明假期的机票、酒店
等假日旅游产品预订逐渐升温。从搜索热度来
看，清明小长假期间，国内酒店搜索热度全面超
越 2019 年及 2023 年同期，同比去年上涨 67%；机
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80%。提前预订情况也反
映出清明节旅游市场的火爆，假日赏花游的景
区门票预订量同比上涨超 6 倍，国内自驾租车预
订同比增长 240%。

该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清明节期间，成都
预订量同比增长 67%。成都的主要客源地有上
海、北京、重庆、深圳、广州。成都游客的出行热
门目的地为重庆、西安、西昌、乐山、上海。成都
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国家为日本、泰国、韩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

此外，随着赏花踏青潮的火爆，3 月以来，
“踏青”“赏花”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 460%。其
中 TOP5 搜索城市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
庆、武汉。今年赏花景区、赏花品种、赏花出行的
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多样化赏花模式“吹暖”春日
旅游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春季赏花方式越发丰
富多元，“游船赏花”等概念层出，让游客领略到不
一样的春季出行体验。

昭觉未来3.5小时到成都
乐西高速迎新进展

都江堰至重庆直通动车
明日开通

清明节赏花游火爆
机票、酒店搜索热度高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向世界推介成都——

“成都世园会将是一场非常特别和美好的盛会”

如何在世园会期
间保障参观车辆停
放？各个展园目前建
设进度如何？怎样利
用世园会搭建园艺产
业 国 际 合 作 平
台？⋯⋯3 月 21 日，
正值2024成都世园会
建设工作进入收尾阶
段，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英文简称“AIPH”）
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
里夫及展览专家钟国
成一行2人、中国花卉
协会张引潮秘书长一
行5人走进成都东部
新区主会场，先后来到
锦云楼、扬州展园、南
京展园、上海展园和天
府之眼大草坪，考察
2024成都世园会筹备
进展情况。

提姆·布莱尔克里
夫对成都世园会的准
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表示，对公众来
说，成都世园会将是一
场非常特别和美好的
盛会。“我强烈建议所
有游客都能够借这个
机会到世园会享受美
景，在这里感受植物和
大自然是如何给人们
带来幸福和活力的。”

成都第六十届花会启幕
约120种花卉免费观赏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都
江堰市 21 日晚宣布，3 月 23 日，都江堰到重庆的
直通列车将正式开通。

据介绍，列车将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 10:55 发
车，从重庆北站开往青城山站，经停合川站、遂宁
站、大英东站、成都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站，
14:59 抵达青城山站；返程则于 15:24 从青城山站
发车，经停成都西站、成都南站、成都东站、大英东
站、遂宁站、合川站，于19:21抵达重庆北站。在途
时间约4小时。

此次都江堰与重庆之间的动车班次，采用
CRH-2A 型单组动车组运行，列车具有载客量
大、快起快停、快速乘降的技术优势。

直通动车开通后，都江堰将实现与成都站、重
庆北站这两个大型铁路枢纽的互联互通，同时也
为都江堰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
化成渝两地枢纽城市间轨道交通联系，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方便两地市民和游客出行，带来
便捷的交通助力。

对于都江堰市民和游客而言，以后不用转车，
就可以乘坐直通动车直达重庆吃火锅、观夜景了。

为推动入境旅游加快发展，积极开拓欧洲客源
市场，成都市带着大熊猫主题文化艺术展，前往欧
洲开展文化旅游推介活动。“诚挚邀请法国朋友到
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

里的幸福成都’独特魅力！”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
人表示。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
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如今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
的城市之一。在今明两年，成都还将陆续迎来备受
关注的世园会、世运会。”成都旅游国际推荐官用饱
含激情的讲述，向与会者呈现了成都作为中国国宝
大熊猫的故乡，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绿色、
人文、活力、开放的魅力画卷。

推介会用视频、图片展示了成都瑰丽的自然风
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
食。特别是大熊猫主题艺术展更是现场“圈粉”无数。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的栖息地，成都素来
享有“熊猫家园”的美誉。此次推介会上，精心策划
举办“大熊猫来了”主题艺术展，以“成都，不仅有大
熊猫”为主题，展出了著名的大熊猫摄影家周孟棋
拍摄的大熊猫照片，以及大熊猫主题的中国画、蜀
绣作品和精美的文创产品，通过“胖达百科”“滚滚
日常”“熊猫故里”“熊猫使者”四个篇章，艺术展吸
引众多巴黎市民和游客。参观者纷纷表示，这次展
览，他们对大熊猫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渴
望到成都来看一看真正的大熊猫。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受访单位供图

成都赴巴黎开展文旅推介 开拓欧洲客源——

“邀请法国的游客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

融合园林艺术与现代时尚
他向世界推介成都世园会

“为体现时代发展，确保功能适用，锦云楼在设
计时将斗拱、门窗等进行简化提炼，以层叠的线条
组团替代斗拱、以全玻幕墙替代直棱窗等，使其形
态简洁又不失风貌。”登顶锦云楼，世园会执委会建
设管理部专职副部长杨敏介绍起这座古香古色建
筑的设计理念。

作为园区的最高建筑，锦云楼总建筑高度 46
米，包括地上五层（含闷顶层）、地下一层，在地形的
抬升下，楼阁气势尽显。“这边视野很好，在楼上可以
将下方独具中国元素的各个园艺展园尽收眼底。”提
姆·布莱尔克里夫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远眺的景色。

站在锦云楼向园区望去，周围是园林风貌已现的中
华园艺展区，不远处是正在加速建设的主展馆等核心场
馆。再远一些，成都东部新区城市核心区川流不息的
城市风貌，龙泉山延绵百里的苍翠山林都尽收眼底。

据了解，锦云楼楼阁组团将打造文化体验区，承
载休憩茶室、观景环廊、特色美食体验等功能；建筑
基座内部为特色餐饮区，将承载特色餐饮、纪念品售
卖和室外“台院”花卉展区功能。

不仅如此，建设团队还将在锦云楼四周约 100
米的范围内遍植花树，如芙蓉花、蓝花楹等，形成以
锦云楼为中心的“花海”。“很期待到时候能看见更美
丽的景象。”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表示。

随着2024成都世园会筹备“进度条”拉满，各个
展园风貌也在加速呈现。展现扬州运河文化的扬州
展园、表达江南传统园林之美的南京展园、将现代与
自然融合的上海展园⋯⋯

“展园的布置都深度展现了园林艺术的深度，呈

现出的效果非常好！”在参观完英国皇家植物园展园
后，提姆·布莱尔克里夫强烈推荐国内外的朋友都来
成都世园会逛逛，在这里看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
以展园为窗口展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还
可以顺道在成都汤尤杯体验体育竞技的魅力。

家门口盛会的“A”“B”面
参展城市实现了五大洲全覆盖

站在天府之眼广场，考察组一行很关心开幕式
当天针对天气情况所准备的应急方案，当听到成都
世园会目前按照晴雨天气已分别作出预案时，大家
纷纷表示“考虑很周全”。

开幕式举行在即，目前主会场和展园的建设进度
如何？执委会建设运营部副部长何显松告诉记者，
2024成都世园会共建设展园112个，参展城市实现了
五大洲全覆盖，呈现世界园林的多元风格。

“当前，主会场的总体建设和112个展园的建设
进度均超过96%。”何显松表示，公共区域艺术景观、
生态雕塑营造、植物花卉栽种等工作正按照时序推
进中，确保会场和展园在开幕期间呈现良好的效果。

这场国际最高规格的花卉园艺展会首次来到成
都，为成都提供一个深化对外交流交往的重要舞台，
也在持续赋能以花卉园艺为主的产业经济。既让成
都本土园林企业带着代表成都历史文化的乡土植物
或优秀创意走向世界，也让四海八方的目光能更多
捕捉到这些优秀本土企业。

不仅是行业间交流切磋，对于普通市民也是一
次难得的体验。“成都市民非常幸运，在家门口就能
参观到这么高质量的园艺展览。”提姆·布莱尔克里
夫认为，对于普通的市民和游客而言，不仅可以在成
都世园会“一饱眼福”，还能在此获得绿色生活风尚

的启发——一方面从专业的园林展园里吸取植物装
饰的灵感；另一方面通过植物的种植和保护增强对
城市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接下来，提姆·布莱尔克里
夫建议成都要继续高质量地把关世园会展园建设和
植物布展情况。

一场盛会，不仅需要在举行期间呈现出精彩非凡
的“A”面，还需要破解会后如何长效利用的“B”面。

在考察完2024成都世园会筹备进展情况后，钟
国成表示，本届世园会在景观布置上呈现出更多元、更
具文化元素的特点。“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具有国际水
准的展览。园内生态环境优美，处处充满绿色，又不
失现代时尚。”钟国成对2024成都世园会的举办很期
待，也提出了关于场馆后续利用方面的建议。

他认为，大型盛会后，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便
是场地和场内建筑的再次利用。成都可以在“后世
园会时代”，利用主场馆现有设备设施，依托城市建
设阶段需求，对场地进行多元化的转型利用，开展
如亲子活动、文旅活动等多类型惠民活动，从而实
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主会场在世园会后的运
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摄影 胡大田 胥瑞可

专家走进世园会

巴黎迎来﹃
大熊猫

﹄

3月20日，成都文
化旅游（巴黎）专场推
介会暨“大熊猫来了”
主题文化艺术展在巴
黎举行。本次推介活
动由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办，成都传媒
集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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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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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嘉宾

参观上海展园

法国游客参观大熊猫主题文化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