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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速
半年时间突破20亿件

在快递业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背
景下，快递物流在服务生产、促进消
费、畅通循环领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
作用，跑出了市场持续扩大的“加速
度”。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 6 月 30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
达800亿件，比2023年提前59天。

四川快递市场保持了与全国一致
的“赶超步调”。在开年的 1 月份，四
川就因为元旦、春节年货等“节假日经
济”拉动，迎来今年的第一个业务高
峰。特别是进入 5 月以后，受枇杷、大
樱桃、水蜜桃等四川特色时令生鲜产
品大量上市、电商平台年中大促等利
好因素的带动，快递业务量持续上扬，
拉高上半年的业务总量，半年时间业
务量突破20亿件。

去年 8 月下旬，四川快递业务量
突破20亿件，11月下旬突破30亿件。

“川货”加速出川
是最大增量

据介绍，统计口径中的四川快递
业务量，是指从四川出港的快递的总
数量。若要追问四川快递业务量的增
量是啥，不妨先从四川快递集中出港
的快件集散和分拨中心去寻找答案。

在顺丰西南分拨中心长兴中转
场，可见装满了龙泉水蜜桃、汉源车
厘子等四川特色水果的快递包裹，
经过智能分拣系统的识别后，被传
送带送往分拣线末端的装车垛口，

发往全国各地。在其他快递物流企
业的四川集散和分拨中心，同样是
这样的场景。

今年以来，四川深入实施“川货寄
递”工程，引导快递企业不断下沉服务
网络，加快推进快递进村，推动农产品
寄递业务规模化发展。数据显示，四
川持续围绕川果、川味、川菜、川茶、川
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着力培育本地
特色产品寄递项目，共培育“一县一
品”寄递项目 628 个，实现全省 183 个
县（市、区）全覆盖。2023 年四川纳入
监测范围项目的“川货寄递”量达到
6.4亿件。

前5月成都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9.18%

四川快递业务量“总盘子”中，长
期稳居前五位的市州，分别是成都市、
眉山市、南充市、德阳市、遂宁市。今
年以来成都快递市场保持高速增长，
前 5 月 成 都 快 递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10.92亿件，同比增长39.18%。成都占
据了全省快递业务量的半数以上。

去年成都快递业务量在年底首次
突破 20 亿件。今年前 5 个月，成都完
成了去年一半还多的快递业务量。

前不久，成都市建强泛欧泛亚邮
政快递物流枢纽网络体系专项试点，
被纳入首批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
成都正围绕专项试点任务清单，构建

“枢纽+通道+网络”的现代化邮政快
递集疏运体系，完善邮政快递枢纽功
能，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受访者供图

7 月 4 日，记者从蒲江县商务和
物流局获悉，继鹤栖路开工建设之
后，作为蒲江铁路物流港功能板块的
又一重要项目核心区将于今年 10 月
开建，包括保税物流中心（B型）、多式
联运中心、总部基地设施、物流大道

和铁路专用线作业区。
蒲江县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蒲江

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川藏铁路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重大
战略机遇，正加快建设蒲江铁路物流
港，打造“川藏铁路第一港”，畅通南向

西向物流大通道，为成都在扩大对内
对外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

据介绍，蒲江铁路物流港核心区
一期建设项目总占地约 560 亩，项目
总投资 17.2 亿元。作为蒲江铁路物
流港对外联络通道，鹤栖路已于去年

底开工建设。鹤栖路主线长约 4.5 公
里，双向 4 车道，一头连接蒲江大道，
一头连接成新蒲快速路，按照一级道
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60 公里，预计
2025年年中竣工通车。

据介绍，蒲江铁路物流港核心区
一期建设项目已纳入国家综合货运枢
纽补链强链项目和四川省重点项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一

□本报评论员
半年！破20亿！
继 2023 年首破 30 亿件后，今年

四川快递业务量再攀高峰，上半年
突破 20 亿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速超过 35%。其中，成都的快递业
务量占据了“大半江山”。

物畅其流，货通天下。一件件
快递、一个个包裹，链接着千城百
业、联系着千家万户、连通着线上线
下，不仅是反映经济活力的“晴雨
表”，也是观察城市脉动的“风向
标”。四川半年破 20 亿件的背后，
是日均 2600 多万件快递在成都中
转，超 800 万件来自省内各市（州）
及西藏、重庆、贵州的快递从这里出
港，发往全国各大城市、甚至海外。
同时，1800 多万件来自各地的快件
经成都中转，送达消费者手中。

快递包裹的一进一出之间，所
彰 显 的 正 是 这 座 城 市 的“ 枢 纽
力”——

成都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纵深
广阔的腹地优势、“两场两港”的枢
纽优势，内陆门户通达全球：成都国
际铁路港联通境外 112 个城市、境
内 30 个城市；在飞的定期直飞国际

地区客货运航线超过 70 条，覆盖全
球五大洲。成都不断提升的枢纽通
达能力，为快递业务量的跨越式增
长提供了硬件支撑。

通道是“底盘”、网络是“引擎”，
“底盘”稳固、“引擎”强劲，物流枢纽
才能动能澎湃。近年来，主要快递
物流企业相继落子成都，从顺丰四
川分拨中心产业园到圆通西南管理
区总部基地，再到正在建设中的申
通川藏转运中心（二期）基地、中通
西南总部项目、德邦快递西南总部
项目⋯⋯快递物流企业在成都聚集
发展、共建共享，高效保障了以千万
计的快递包裹从“蓉”中转。

通道畅、网络密，不仅贯通了成
都快递物流业的“大动脉”，也畅通
了“微循环”，带动国家物流枢纽功
能持续增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前举
行的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谋划以高
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高
质量建设陆港型、空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强国家物流枢纽功能。事
实上，无论是持续开拓铁路、航空新

“邮”路，还是加快推动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提高服务水平，抑或是积极
抢占低空物流新赛道⋯⋯无一不为
成都物流枢纽带来更大的想象空
间，也将为全省、全市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枢纽力”。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茜） 7 月 4 日，记者从成都市
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获悉，为推进人
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
做大做强，按照《成都市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含车载智能控制系统）产业
建圈强链 2024 年工作要点》要求，
成都计划编制《成都市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示范应用产品库（2024）》，现
向全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科
研机构征集产品信息。本次征集采
取企业自主申报方式进行，产品类
别涵盖核心基础产品、智能应用产
品和公共支撑产品三大类。

具体来看，核心基础类包括但
不限于人工智能芯片及服务器、智

能算力中心、智能传感器等人工智
能基础层产品及服务。智能应用类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语言处理类系
统、图像识别系统、语音交互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智能机器人、智能无
人机、智能制造系统等人工智能应
用关键技术产品。公共支撑类包括
但不限于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
训练资源库、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包
含行业大模型）、人工智能开发框架
等人工智能底层支撑技术及平台。

本次征集要求产品为成都企业
或机构研发，每家单位最多报 3 个
产品，各申报主体需要在 2024 年 7
月 16 日前提交《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产品信息表》。

成都将编制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示范应用产品库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李艳玲） 7 月 4 日，2024 年成都
市高新技术企业升规提质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暨工业设计专场在成
都召开。大会发布了 100 个高新
技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
业重要产品）项目及工业设计需
求清单，65 个天府实验室可转化
成果清单。

100 个高新技术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分为产业链与工业
设计需求两大类，产业链涉及集成
电路、创新药、卫星互联网与卫星
应用智能终端、汽车、大飞机制造

与服务、轨道交通、新材料、工业无
人机等。65 个天府实验室可转化
成果清单涵盖天府兴隆湖实验室
集成光子芯片、激光功率稳定器等
13 项成果；天府永兴实验室智慧综
合清洁热能系统、新型高效聚丙烯
酸催化剂等 23 项成果；天府绛溪
实验室智慧能源监测预警传感系
统、网络数字孪生一体机等 21 项
成果；天府锦城实验室（未来医学
城）可转化纳米孔芯片检测仪（全
球首款）、肿瘤类器官芯片和 3D 动
态灌流生物反应器（国内首个）等 8
项成果。

成都发布百余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转化成果清单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文/图） 7 月 4 日 下 午 ，东 郊 记
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区内，一场
洋溢着古典韵味与西域风情的文化
快闪活动热力上演。活动以“九夏启
鹿鸣，舞姬戏游仙”为主题，为市民游
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一群身着华美古典服饰，怀抱琵
琶 的 舞 者 ，在“ 成 都 ”网 红 墙 前 翩 然
起 舞 ，演 绎 了 一 场 精 妙 绝 伦 的 敦 煌
飞 天 之 舞 ⋯⋯ 正 值 暑 期 旅 游 旺 季 ，
这场别出心裁的快闪表演迅速汇聚
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活动现场
还 设 置 了 多 个 互 动 环 节 ，让 观 众 有
机 会 亲 身 参 与 ，感 受 古 代 近 景 戏 法
的神奇魅力。

“非常惊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
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着汉
服、梳着发髻的凯特琳和玛丽亚来自美
国，她们中午在汉文化主题餐秀“蜀宴
赋”用餐，享受了蜀地汉文化的舞乐、光
影、美食盛宴，令她们此次的中国行更
加精彩。

去年 7 月 8 日，由工业老厂房改造
而成的全景沉浸式汉文化主题餐秀

“蜀宴赋”，在红砖斜型拱门之间以其
独特魅力吸引无数市民游客。一年
来，蜀宴赋深入挖掘并汲取了历史文
化、人文精神以及当代的城市生活方

式，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以四季为
题，不断迭代升级，携蜀地千年文化记
忆闪耀东郊街头。

“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食文化
深度融合，一年来吸引了超过 9 万名游
客。”蜀宴赋主理人杨孜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
断扩大，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蜀宴
赋”也迎来了更多外国游客的青睐。杨
孜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被中国传统
文化深深吸引，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
们的中国之旅。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何良） 近日，按照公安部、省公
安厅统一部署，成都市公安局召开
视频会议，深入分析当前面临形势，
全面部署为期 3 个月的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专项行动（以下简称“夏季行
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国民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公安机关务必
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决
策部署，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
思维，紧紧围绕“三清三统一”和

“五个一批、六个严防、三个确保”
的工作目标，周密制定行动方案、
预案、措施，确保以优异成绩交出
圆满答卷。

会议强调，要全力捍卫政治安
全，推进反恐怖斗争，守牢不发生暴
恐案事件的底线。要全力排查化解
矛盾风险，确保矛盾不积累、风险不
上行。要全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涉黑涉恶等突出违法犯罪，快查
快处酒后滋事、打架斗殴等夏季多
发性案件。要全力维护公共安全，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安全监管
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把
牢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安全稳定的
突出风险问题，坚持“政治安全为
大、反恐防恐为要、社会稳定为主、
依法打击为先、整体防控为基、公共
安全为重、源头治理为本”。推动

“深耕善治”工作与“夏季行动”相融
互促，依托“专业+机制+大数据”新
型警务运行模式，确保行动实效。

连日来，按照成都市公安局的
统一部署，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全警
动员、迅速行动，结合夏季治安特点
和辖区实际，迅速投入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专项行动中，守护人民幸福
和安宁。

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突破20亿件

前五月成都完成近11亿件

蒲江铁路物流港核心区10月开建

快闪秀惊艳东郊记忆

上半年全省快递
业 务 量 突 破 20 亿 件
——7 月 4 日，记者从
省邮政管理局获悉，
2024 年 1—6 月，全省
快递业务量较去年同
期相比，跑出了35%的
增长速度，比去年提早
约两个月的时间，跨越
20亿件的业务大关。

今年以来，四川快
递市场继续快速发展，
全省快递月均业务量
超过 3.4 亿件，领先西
部省份。那么，四川快
递业何以实现这么快
的增长，增量是啥，增
长的动力又来自哪里？

从全省破20亿
看成都的“枢纽力”

守护当“夏”
成都公安扎实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四川推动农产品寄递业务规模化发展

，大批特色产品通过成都

中转

发往各地

市民游客观看快闪秀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粟新林） 7 月 4 日，位于成都市
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十万
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基
地，一台“田间气象服务站”架在稻
田边上，通过传感器等设备，向种植
户随时提供风向、风速、温度、湿度、
气压、雨量等多种气象数据，为农业
生产提供气象指导。这标志着成都
首套“天府粮仓”气象服务示范站正
式投入使用。

据崇州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作为成都市首个试点，“天
府粮仓”气象服务示范站配备有
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降水量、风
向 、风 速 、地 温 、土 壤 水 分 、总 辐
射、光合有效辐射、日照、红外温

度观测、裸温共计 13 个观测要素，
并建设现场数据实时展示大屏，
能够提供综合数据实时监测和气
象信息实况显示服务，方便管理
人员实时监测现场环境状态，更
好服务“天府粮仓”建设，提升高
标 准 农 田 气 象 灾 害 监 测 预 警 能
力，进一步推动崇州农业气象观
测精细化、智能化。

下一步，崇州市气象局将对标
对表国家“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
和崇州天府好田、天府好粮、天府乡
游、天府乡居“四个天府”建设及服
务需要，实现农田小气候站标准化、
智慧化、可视化，加快推进气象助力
增产减损，守住安全底线，赋能乡村
振兴。

成都首套

“天府粮仓”气象服务示范站投用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卢佳丽） 7 月 4 日，金堂县首例
10 千伏并网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 ——TCL- 建 龙 川 锅 一 期
4.03MW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四
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顺
利并网。

“今年 3 月项目开始动工，我
们与参建单位一道推进屋顶加固
处理，同步展开光伏区与并网系
统安装。”项目建设运营方 TCL 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经理
孙佐健告诉记者。

据了解，建龙川锅厂房屋顶总
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建龙川锅和该

公司合作利用现有空间闲置资源，
并根据建龙川锅用电情况投资建设
了项目一期 8.3 万平方米的屋顶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4.03MW。该项目预计年均生产绿
色电能 292 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
煤 961 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排放2906吨。

记 者 了 解 到 ，建 龙 川 锅 一 期
4.03MW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运行，建
龙川锅消纳 70%的发电量，即每年
204 万度。企业不仅节省了电费，
更显著降低了排放指标，提升了企
业的综合竞争力。

年均生产绿色电能292万度
这个县首例10千伏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