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河中，书画艺术
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邃的内涵，被誉为“无
声之音，无形之象”。7月17日，第二届成都
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嘉年华活动在双流
棠湖中学举行，书画名家、书画爱好者和本
届赛事优秀获奖选手挥毫泼墨，齐聚一堂。

本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自5
月启动以来，共征集书画作品、教学课例、传
习工坊项目9788件，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传
承传习书画艺术的热潮。活动现场，主办方
公布了本次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市
级决赛获奖名单，其中一等奖139名、二等
奖139名、三等奖193名、优秀奖220名。并
对89件精心设计的书画教学课例和10个
传习“优秀工坊”进行了表彰。

编辑：漆长新 唐福春 樊铱明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肖凤

05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权威发布·要闻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促进成都市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发展，发挥农业科技在乡村振兴和农
业现代化中的创新驱动作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
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成都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的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服务
保障等活动。

前款所称四川成都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是指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调指
导小组等机构批准建设，位于本市行政
区域内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以下简
称园区）。

第三条（基本原则）
园区建设发展应当遵循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农民受益的原则，
通过科技赋能集聚科教资源，培育创新
主体，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

第四条（发展理念）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融

合发展理念融入园区建设发展全过程，
优化城乡空间和功能布局，激活城乡要
素资源，提升园区产业综合竞争力，推

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第五条（政府职责）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园区发展的领导，建立促进园区发展
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研究解决园区发
展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推动改革举措在
园区内先行先试。

园区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负责相关公共服务和属地管理工
作。

第六条（部门职责）
市和园区属地科技主管部门负责

园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
管理，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应用。

市和园区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负责园区农业产业的发展规划、业务指
导和监督管理。

发改、经信、教育、财政、规划和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
务、公园城市、商务、投促、文广旅、应急
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按职责做好
相关工作。

第七条（机构职责）
依法批准设立的园区管理机构负

责园区发展的综合协调、招商引资和企
业服务等工作。

第二章 产业发展

第八条（发展方向）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引导
科技、信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向园
区集聚，突出主导产业，推动现代都市
农业、数字农业、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推
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

第九条（都市农业）
支持园区发展现代种业，加大种质

资源的挖掘保护和育种创新，保护植物
新品种权，布局和设立示范应用场景及
种苗创新中心，促进现代种业技术攻关
及成果转化利用。

支持园区发展生物农业，围绕生物
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
推出农业生物产品，促进生物经济的创
新发展。

第十条（数字农业）
支持园区发展数字农业，建设数字

农业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智能化设施在园区
农业领域的应用。

第十一条（绿色食品）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园区

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立足园
区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
食品产业。

鼓励和支持园区企业开展农产品
精深加工，推进绿色健康食品开发与产
品化。

第十二条（特色农业）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国家

现代产业园、国家园艺标准化示范区、
成都花木交易所等平台建设，推进园区
特色产业链融合发展。

支持园区建设中医药实验室、研究
院等创新载体，围绕品种道地化、栽培
规范化、加工智能化、产品健康化升级
产业链，推动绿色智造科技资源向园区
集聚。

第十三条（产业融合）
支持园区拓展传统农业功能边界，

利用川派盆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延伸农产品，加强农业文旅运营，打造
多元消费场景，促进农业与商贸、文化、
旅游、体育、教育等产业融合发展。

第十四条（品牌提升）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园

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对涉
农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等提供
系统保障。

鼓励和支持园区企业申请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通过商标许可、品牌连锁经营等方
式，增强其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品
牌知名度。

第三章 开放合作

第十五条（建圈强链）
市经信、科技、农业农村、商务、投

促、国资等部门，在对外招商引资和招
才引智工作中优先引导符合园区产业
发展的项目向园区集聚，加强对外农业
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培育外向型产业集
群，促进园区对外开放合作。

第十六条（校企合作）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依托高校

院所科研优势，深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园区农业重大技术
协同推广项目，推进高校院所协同创
新。

鼓励园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
合体，推进园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七条（区域协同）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推动

园区跨区域合作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协
作共兴，建立农产品保供同城合作机
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德眉资
同城化综合试验区等合作交流中发挥
园区协同、辐射作用。

第十八条（园区协作）
市和园区属地科技、农业农村、经

信等部门应当推动园区与其他产业园
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促进园区协作发展。
鼓励园区企业依法组建产业协会

和产业联盟，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加强企业间融合发展。

第十九条（对外交流）
鼓励园区企业开展国际性学术会

议、论坛、展会等跨境交流活动，加强与
国际高等院校、研发机构、高新企业在
农业人才、种植技术、产品出口等方面
的交流合作。

第二十条（对外贸易）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推动

中欧花木全球供应链等枢纽建设，实施
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为园区对外贸易
提供隔离培育、检验检疫、冷链运输等
一站式绿色通道服务。

支持园区培育外向型规模化农产
品加工及贸易企业，引导园区企业在特
色农产品、技术、成果等方面开展对外
贸易。

第四章 服务保障

第二十一条（发展规划）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规划

和自然资源、科技、农业农村等部门以
及园区管理机构编制园区发展规划，合
理安排建设时序，优化空间布局。

园区发展规划应当立足产业发展
实际，与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属地
区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二十二条（用地保障）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园

区建设用地和设施农业用地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安排，做好用地要素
保障。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节约集约使用土地，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园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

第二十三条（资金保障）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园区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保障制
度，重点对种业研发、成果转化、品牌培

育等方面给予支持。
鼓励市级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园区

产业发展。
第二十四条（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科技金融、绿色

金融，开发符合园区创新创业需求的金
融产品，加强投融资支持。

第二十五条（人才保障）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院士

（专家）工作站、科研工作站的建设，在
住房、就医和子女入学等方面按规定提
供保障，吸引高层次人才在园区开展技
术研发、示范推广、成果转化等科研活
动。

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农
业、科技等领域的专业学科建设，支持
园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探
索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

第二十六条（设施建设）
园区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园区

内供水、电力、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化园区发展环
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第二十七条（智慧园区）
园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托智慧蓉城

建设，构建高效的智能管理服务体系，
简化办事流程，为园区企业提供要素供
给、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产业服务和
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

第二十八条（政策支持）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在财政支持、金融扶持、科技创新
等方面制定政策措施，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

市和园区属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时，应当征求园区管
理机构意见。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成都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促进办法》已经2024年6月19日市政府
第4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王凤朝
2024年7月11日

成都市人民政府令
第225号

成都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促进办法

诗意盎然，画境交融
一场匠心独具的书画视听盛宴

《丹青妙笔》以其匠心独运的创
意，将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发展用
视频互动的方式娓娓道来，自此拉开
第二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嘉
年华活动的序幕；情景朗诵《汉字中
国》则以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演
变，诉说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问
道古今》的情景表演和舞蹈，将古典诗
词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引领观众在
古今之间自由穿梭，体验那份超脱与
自在。

互动节目《书画少年》无疑是嘉年
华最引人瞩目的亮点，中外学生同台
参与互动，以李白的名句“九天开出一
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为题，共同挥
洒翰墨。创作过程中，主持人向留学
生娓娓道来诗句背后的中国传统文

化，不仅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也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了
传统艺术在国际交流中的新生命力。
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黄天雨表示他
已经学习中国书法 5 年，他深深地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汉字
的美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中国的
书法、绘画、诗词真的很棒。”

“通过参与传习大会，我欣喜地看
见学生们的成长与进步，也能明显感
受到无论中国学生还是留学生都越来
越重视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来自抚
琴小学的老师在参与嘉年华活动后表
示，希望通过持续举办青少年书画传
习大会，挖掘书画好苗子，培养更多的
优秀书画传习少年。

传承不息，翰墨长青
一场意义非凡的书画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现场评审专家对

参赛选手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赞他们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
展现了书画艺术的新生力量。获奖
选手也纷纷发表感言，表达了对此
次参赛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许。“我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书法大赛非常激
动，我以后一定会更加认真地学习
书法技艺。”9 岁的张梓潇获得硬笔
书法一等奖，他激动地说希望能代
表成都市去参加四川省第三届青少
年书画传习大会。

此外，在现场优秀工坊展示区域，
各具特色的书画传习工坊展示了各自
的教学成果和艺术创作。为了让观众
更好地体验和理解书画艺术，现场还
专设了多个工坊互动项目。如彭州九
尺中学的篆刻项目，以“方寸天台”师
生篆刻社团为载体，让观众亲身体验
印章的起源与篆刻艺术的魅力；成都
市锦官城小学带来的金石书法文字拓
印项目，则引导观众通过“覆纸—喷水

—晾干—拓印”的步骤，现场体验拓印
艺术的精细与美妙，完成一幅幅精美
的拓印作品。

“书画传习大会是技艺比拼，也
是使命在肩，是推动文化传承后继
有人的舞台。在延续去年活动的基
础上，第二届传习大会扩大了活动
规模，丰富了活动形式，希望以后有
更多热爱书画的师生朋友加入传承
弘扬传统书画艺术的队伍中来。”成
都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
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将继续
加大对青少年书画艺术的扶持力
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与
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我们也会积极
推广和普及书画艺术知识，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热爱书画艺术，推动成
都书画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他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主办方供图

笔一支砚一方 赴一场笔墨之约
第二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收官

7月17日，“柯”探成都宝藏系列直
播第三场开播。作为本季直播系列的

“结尾篇”，本次直播走进了青白江区博
物馆，探访陆港枢纽的“上下五千年”。
北纬30°，这条神奇的纬线贯穿了四大
文明古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在此交相辉
映。作为这条维度上的一点，青白江有
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据介绍，青白江区
博物馆内，珍藏着精品文物 600 余件/
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同时期出
土体积最大的青铜马，造型独特的虎熊
龙凤座以及古蜀青铜器、宋代窖藏瓷器
等文物精品，呈现该区从宝墩文化时期
到21世纪新时代约4500年的历史发展
脉络。成都日报视频号、锦观新闻视频
号、百家号、优酷等多平台同步直播，直
播观看人次超80万。

连续 3 天开启成都博物馆奇妙之
旅，“柯”探成都宝藏系列引发网友关
注。昨日上午11点，众多网友涌入直播
间观看。在主持人、讲解员、博物馆相
关负责人的互动介绍中，网友跟随直播
镜头打卡了青白江区博物馆的 5 个单
元，“零距离”欣赏了众多文物，了解文
物背后的精彩历史。

第一单元——古蜀源起。展厅以
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
掘为依托，展示新河遗址、三星村遗址、
双元村春秋战国船棺墓葬群及包家梁
子墓群等的相继发现过程。“新河遗址
出土了青白江区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
遗存，三星村遗址出土遗存说明了青白

江与三星堆文化的紧密联系。双元村
船棺墓葬群除了出土大量船棺之外，还
发掘出了600余件保存完整、纹饰精美
的青铜器，为古蜀文明的变迁提供了翔
实的实物资料。”该博物馆负责人表示。

第二单元——焕彩华章。主要展
示青白江秦汉三国时期璀璨历史。除
镇馆之宝——迄今为止全国出土汉代
青铜马中体积最大的一匹外，抚琴俑、
击鼓俑、吹箫俑、舞蹈俑、说唱俑等汉代
乐舞俑造型生动、形神兼备，体现了当
时人们在节日庆典、宴飨宾客时吹拉弹
唱、载歌载舞的欢乐景象。虎熊龙凤
座、摇钱树、人马陶灯座等造型独特的
文物也体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第三单元——风华正茂。展示了
西晋至唐宋时期的青白江，精美的宋代
瓷器反映出当时青白江地区贸易业的
兴盛和繁荣。武俑、文俑、侍俑、匍匐
俑、动物俑和异兽俑的出土，折射出当
时人们多彩的生活情趣和丰富的美学
情感。

第四单元——天府门户，展示了明
清至民国时期的青白江。2021年发掘的

“新都城”遗址，以实物证据明确了西汉
至三国时期“新都城”的所在地，将文献
记载的城厢镇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

第五单元——汇通八方，展示了青
白江从1960年建区以来，从工业重镇到
陆港枢纽的发展史。

“今天的直播让人了解到‘硬核’青
白江的另一面。”“生动的解说、沉浸式
体验让文物‘活起来’，非常期待下一季
直播。”网友纷纷留言，为这季精彩直播
点赞。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青
白江区供图

穿越北纬30°
探访陆港枢纽的“上下五千年”

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同时期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马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暑期来临，文旅市场消费进入高
峰期。最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两周，
全国文旅消费规模环比增幅超过20%，
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广州、重庆、深
圳、杭州、长沙、武汉为top10目的地。

“成都出发自驾 1 小时就能抵达
都江堰，一头扎进山里，呼吸着新鲜空
气，太舒服了。”“竹海、森林、茶田，穿

行绿野仙踪，游人寥寥清静。邛崃太
适合避暑了。”……在网络平台上，一
些“宝藏纳凉小城”成为暑期旅游的热
门目的地。美团数据显示，近两周，全
国三线以下城市及县域地区文旅消费
规模高速增长。今年暑期前三十的热
门景区中，近三分之二位于县域地区，
小城游成为暑期旅游新趋势。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成都周边的

县域如崇州、都江堰、大邑等地，以其独
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日益
完善的旅游设施，吸引了大量游客的目
光，纷纷跻身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
强县，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

暑热之下，“走进博物馆”已经成
为市民游客仲夏休闲的生活方式。
在美团平台上，近两周展览馆暑期门
票预订单量环比增幅超过 15 倍。在

大众点评的笔记频道，“100家暑期必
逛展览博物馆”话题登上平台热榜，

“暑期必逛展览清单”等内容成为市
民游客的暑期“博物馆文化漫游指
南”，提供深度看展、实时展讯、周边
购买等攻略参考。

除了去博物馆漫游避暑，室内运动
也颇受青睐，羽毛球馆、篮球馆、壁球馆
等众多类型运动馆涌进不少市民。美团
数据显示，近两周，提供羽毛球服务的场
馆同比去年增长超一倍，“羽毛球”相关
的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160%。城
市夜游、街边吃冰、酒吧观赛也受年轻人
追捧。避开白天高温烈日，“夏日夜游”
成为暑期的另一大出行趋势。

暑期全国文旅消费规模环比增幅超过20%

成都再登top10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