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国际铁路港里，汽笛声声，列车搭

载 着 丰 富 的 产 品 运 往 各 地 ；长 江 沿 岸 ，宜

宾 港 边 ，动 力 电 池 产 业 集 群 汇 聚 ；雅 砻 江

上 游 ，江 水 奔 腾 ，水 电 机 组 有 序 运 转 ……

近年来，四川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

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绿

色产业，推动绿色贸易，守护绿色生态，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的 步 伐 不 断

加快。

推动产业转型

设备运转，机器轰鸣，四川德阳罗江经

济开发区迪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价值近千万元的

新型绝缘材料。

“我们生产的绝缘结构件，主要应用于

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高压变频、轨道交通、风

电等领域。”该公司副总经理廖文军说，公司

坚持创新驱动，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建立了战略合

作关系和产学研联动机制，如今已取得授权

专利 47 项。

公司产品展厅内陈列着大小不同、形态

各异的绝缘产品。廖文军介绍，这些产品已

经广泛应用到白鹤滩水电站等多个国家重

大工程中。如今，迪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已

实现年产值 4.5 亿元。

为助力新材料产业发展，罗江经济开发

区 在 创 新 驱 动 和 服 务 促 进 等 方 面 持 续 发

力。“我们正抢抓新型工业化的机遇，围绕新

型显示材料、高分子材料、高性能纤维等先

进材料细分领域，实施工业经济提质倍增三

年行动，培育行业头部企业 5 个，加快西部

（德阳）光电材料产业园、玄武岩纤维应用等

32 个重点项目建设。”罗江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党组书记、局长阳虎介绍。

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四川大力发

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显示和智能制造等

产业。如今，四川正加快壮大 3 个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和 3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 ，布 局 建 设 23 个 省 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集群。

在四川射洪的一家锂电池企业，数千吨

电池级碳酸锂装车完毕，即将驶离厂区。据

了解，射洪市拥有锂电相关企业 39 家、产业

项目 50 个，2023 年锂电产值突破 600 亿元。

“我 们 正 以 锂 电 新 能 源 全 产 业 链 为 重

点，发展基础锂盐、正极材料产业，加速发展

动力电池和锂电池回收产业，延伸发展储能

应用、锂电配套产业，到 2025 年，将建成千亿

级锂电产业集群。”四川射洪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李毅说。

在宜宾，动力电池产业蓬勃发展；在攀

枝花，钒钛新材料产业的产值于 2023 年突破

500 亿元大关；在德阳和自贡，清洁能源装备

和无人机等绿色产业持续发展……

拓展绿色贸易

在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

路港，展厅里一幅巨型数字地图引人驻足。

地图上，一条条黄白相间的路线向四方

拓展，勾勒出以成都为起点、联通世界的国

际班列“大动脉”。从这里出发，国际班列将

茶叶、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等产品运往世

界各地。

今年 7 月 19 日，一列满载 165 台中国造

汽车的国际班列从这里驶向欧洲。这是今

年成都国际铁路港发出的第 151 列整车出口

专列。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成都

国际铁路港实现进出口整车 3 万辆，同比增

长 66.5%。

近年来，四川积极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

地，推动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成都国际班列已连接境外 113 个城市、

境内 30 个城市，最短 11 天到达欧洲腹地境

内，3 天到达东南亚地区。”成都国际铁路港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成都国

际班列累计开行量近 3 万列，建立起以成都

为主枢纽、西至欧洲、北上蒙古国和俄罗斯、

东联日本韩国、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线路

网络。

此外，成都国际铁路港先后推出“蓉欧

速达”“澜湄蓉欧”“越桂蓉欧”快线品牌，实

现中老铁路、中越铁路与中欧班列联通。

9 月 12 日，搭载着一批越南茶叶、食品

等货物的列车，驶出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奔向欧洲，进一步强化了成都贯通亚欧、

东盟国家贸易往来的集散地功能。

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成都国际铁路港聚

焦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临港智能制造三

大主导产业，引进近 200个 重大项目，总投资

额超千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 7 月，四川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5825.2 亿元，规模创历史

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2.1%。

厚植生态本底

西 蜀 园 林 文 秀 清 幽 、海 派 艺 术 中 西 合

璧、徽派建筑白墙黑瓦……2024 年成都世界

园艺博览会主会场小桥流水，幽静雅致。

今 年 4 月 26 日 ，2024 年 成 都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开 幕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和 游 客 关

注。园区规划七区六馆百园，总展览面积

3633 亩。自开园以来，单日最高客流达 10万

人次。

“我们依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因地制宜

设计和建造，让园艺与自然相融。”成都世园

会主会场总规划师黄聪介绍，本届世园会以

“绿色低碳、节约持续、共享包容”为办会理

念，会后场馆将转型为城市功能区，为市民

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

守护绿色生态，建设公园城市，成都自

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近年来，成

都积极完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持

续开展“五绿润城”“百花美城”“千园融城”

行动。

截 至 目 前 ，成 都 全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4.61%。目前，成都各级绿道体系已建成总

里程超 8800 公里，全市各类公园数量超过

1500 个。

建设公园城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成都

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探索城市可持

续发展。如今，“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

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正成为这

座城市的独特标识。

以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为代表，四川正积极厚植生态本

底，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2023 年，四川

203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首次达到 100%，

宜宾市江之头、阿坝州花湖入选全国美丽

河湖。

四 川 是 长 江 上 游 重 要 的 水 源 涵 养 地 、

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而今，四川正统筹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扎实推进长江“十

年禁渔”，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加强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

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

游生态屏障。

四川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新路径

发展绿色产业 守护良好生态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刘 融 张鲁阳

高大挺拔的青铜大立人像、高鼻纵目的青铜

面具……日前，参加 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

坛的亚洲媒体考察团来到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

博物馆，参观馆藏的珍贵文物。

“看到几千年历史的文物被妥善保存，我特别

感动。”尼泊尔新闻在线总编辑西塔拉姆·巴拉尔

感慨。

三星堆遗址反映了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面貌

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

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去年 7 月，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落成开放，1500 多件（套）新老文物集中亮

相，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今年暑期，三星堆博

物馆接待游客量达 137 万人次，门票和文创收入

达 1.22 亿元。

近年来，德阳市大力实施文旅争先战略，加强

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三星堆博物馆与故宫博物

院等 15 家文物保护科研机构合作，过去一年清理

并修复超过 4000 件新出土文物，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开发文创产品、创新互动方式，进一步激发了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三星堆热”的持续升温，也带动了整个地区

文旅产业的发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

要素，广汉市配备完善文旅基础设施，着力构建

“四时可游、四季能游、四处宜游”的全域旅游格

局。常态化举办“三星堆新年大典”、桃花节、小龙

虾美食音乐节以及火锅文化艺术节等特色文旅活

动；围绕“逛夜市”“尝夜宵”“赏夜景”等夜间主题，

结合汉唐文化元素，打造房湖历史文化商圈。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德阳将非遗文化融

入烟火生活。走进德阳绵竹市孝德镇年画村，考察

团成员们仔细观摩并体验了年画制作工艺。老挝

国家电视台记者苯差叻蓬·威莱翁兴奋地在不同样

式的画板上涂墨，在满满的参与感和成就感里，更

加了解这一根植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在绵竹，年画

企业已经发展到 40 余家，带动数千户群众增收致

富，年画产品远销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德阳旅游资源丰富。今年上半年，三星堆

带 动 作 用 和 倍 数 效 应 显 现 ，德 阳 市 文 旅 产 业 发

展迅速，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

德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1—9 月，

德阳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1820.59 万

人 次 ，门 票 收 入 突 破 2.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62%和 93.15%。

从推进重大项目到产业提质增效，从打造旅

游新业态到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德阳市以三星堆

资源为统领、乡村旅游景区为支撑、德阳文旅名村

为载体，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不断擦亮“世

界三星堆、天府后花园”城市名片。

德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张鲁阳 刘 融

翠 云 廊 里 ，古 柏 挺 拔 ，青 翠

欲滴。

清早，古柏护林员杜德生在古

蜀道上仔细查看。“最近，翠云廊这

一段加装了智能化监测系统，一旦

出现特殊情况，监测人员能及时发

现。”杜德生说，监测人员通知护林

员后，相关情况便能得到及时处理。

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古蜀

道翠云廊段拥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

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这里现

存古柏 7778 株，平均树龄 1050 年，

最高树龄达 2300 年。

千年古柏何以能存活到现在？

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的“官民

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

沿袭至今，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

共同守护。时至今日，广元当地又

推出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和“一树一

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

护、“一树一策”科学救护等制度，全

方位保护千年古树古柏。

每天巡护古树的杜德生就是一

位古柏守护者。“县里给每棵古树建

立了电子档案，游客只要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就能看到古柏的树龄、标

号等信息。”杜德生说，遇到发生病

虫害的情况，巡护员上报后，就有技

术专家来“把脉问诊”。

剑阁县沿袭古制，接力保护，继

承和发扬“官员离任交接”的惯例，

实施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将古柏数

量及生长状况作为县乡党政主要负

责人离任交接重要内容和自然资源

审计内容之一。

今年 2 月，一场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仪式就

在剑阁县举行，剑阁县汉阳镇党委原、现任书记现场清点移

交古柏。“离任交接是一种责任的传承，我们会持续保护好

眼前这片珍贵古柏。”汉阳镇党委原书记张大军说。

“如今，离任交接不再是简单统计数量变化，而是更注

重责任辖区内古柏的综合状态。”剑阁县委书记杨祖斌介

绍，古柏保护离任交接责任范围已经扩大至全县 29 个乡

镇，交接内容也扩大为管护范围、古柏数量、生长状况和履

职情况等多方面。

一方面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一方面还要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好。

古城墙蜿蜒起伏，传统民居古色古香。在广元市昭化

区的昭化古城，穿城而过的长街两侧，商铺林立，传统与现

代在此相融，吸引了众多游客。“来到昭化古城，看着这里的

一砖一瓦，让我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风采。”游客吕阳赞叹。

千年历史文脉焕发新生，得益于当地对昭化古城的保

护利用。

昭化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利介绍，

当地编制昭化古城保护利用规划，将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融

入古城更新的每一个细节，构建起全空间、全要素的文化保

护体系。

近年来，昭化区不断加大昭化古城保护和城市更新力

度，实施剑门蜀道遗址（昭化段）昭化古城消防工程、考棚文

物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等，持续修缮保护古城遗迹。“我们将

不断强化昭化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好。”杨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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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亚洲媒体考察团走进广元。

图②：成都国际铁路港。

图③：亚洲媒体考察团在翠云廊参观。

图④：亚洲媒体考察团参访三星堆博物馆。

图片均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肖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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