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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都，幸福该如何定义？
是下班后与朋友相约天府沸腾小

镇，在烟火气中推杯换盏，纵享夜景？
还是每逢周末，陪伴家人相约公园、绿
道，度过一段亲子乐游时光？又或是
让青年在新都就业有机会，创业有底
气？……在成都市新都区，体验美好
生活有多种方式，悠久的历史赋予这
座城市文化底蕴，格局与高度决定了
这座城市的未来。

一组组榜单或数据，是侧面观察
一个区域发展与能级的“窗口”。在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成都成为中国
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而新都
区常住人口超过150万，常住人口及常
住人口增加增量均排名全市第一。

新都高“人气”背后，是丰富的公共
资源、优渥的生态环境、优质的营商环境
以及不断更新的产业发展。“十三五”时
期，新都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6500余

人，截至目前，新都已建成香城绿道217
公里，泥巴沱森林公园、珠帘锦绣·锦水
公园正成为新都区的生态名片。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站在“十四
五”关键起点，新都区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民生优先的理念，持续健全城乡基
础设施，城市品质逐渐提高，人居环境
日益改善，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努力形成“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的高品质公园城市示范区。

厚植绿色生态本底
绘就最美公园城市画卷

绿水潺潺蜿蜒流过，步行至
泥巴沱森林公园，红色的步行道
从绿荫草坪间穿过，向远处延伸，
满目绿景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
美丽画卷，而距离泥巴沱森林公
园不远处就是城市繁华中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除了风景如画的城市
公园，新都区在“家门口”也做足
了文章。围绕构建生态区、绿道、
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
化体系，新都区高标准建设小游
园、微绿地，让市民尽情享受推窗
见绿的美好生活。

在马超东路市政公园与四川
音乐学院中间，曾是一处杂乱无
章的空地。去年 10 月，“香城可
食地景公园”正式开工建设。项
目利用社区闲置空地与城市绿
道、艺术文创中心有机结合，栽种
了可食用的景观作物，让这里摇
身一变，成为周边居民最喜爱的
打卡点。“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拍
出森系大片。”路过的市民开心地
说道。

近年来，新都区践行公园城
市理念，按照“建设公园城市、体
现生态价值、传承天府文化、发展
绿色经济”思路，积极推进城市有
机更新，以公园形态重构产业和
生活空间，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
价值转化，推动生态、消费、人文、
生活等场景渗透叠加，努力建设

公园城市典范区。
今年春节期间，芳华桂城微

马公园夜间灯光工程改造正式完
工，夜幕下的炫彩夜景，吸引了大
量夜跑爱好者前来打卡。“预计今
年，芳华桂城公园示范片区将整
体完工。”新都区公园城市建设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几
年的提档升级，新都首批公园城
市示范片区，如天府沸腾小镇、锦
绣田园、泥巴沱森林公园等已初
步呈现，成为成都市民周末乐游
的网红景点。

川西林盘开出艺术之花
农商文旅体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抱在树干
上，一座座干净整洁的白色院落
正在做最后的装潢，今年下半年，
新都又一文创新地标即将与市民
见面。

据了解，川音艺谷坐落于新
都区石板滩街道韩娥社区叶家大
院，依托四川音乐学院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以“艺术点亮乡村”为
主题，是集文创产品展示交易、文
创亲子体验、高端民宿、园林式餐
饮为一体的文创主题乡村聚落，
同时也是全国首个以“大学＋乡
村”模式为核心的特色业态。

在新都，川音艺谷的发展模
式并不是特例。夏河溪乡野公
园、天府沸腾小镇……一个个典
型案例表明，公园城市的乡村表
达，在于将闲置的乡村资源与生
态价值、人文价值相融合，新都
抓住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机遇，塑
造生态田园化、产业融合化、治
理现代化的大美乡村形态，推动
乡村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发展。

今年春节，“三河理想村”同
众人见面，本就以“足球音乐小
镇”闻名的三河村再次提档升级，
焕发新颜，从五星民宿到四季农

园，可以为游客提供素质拓展、特
色住宿和餐饮娱乐等全方位服
务。“我们希望‘理想村’模式能成
为新都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全新尝
试。”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前，新都区坚持以农商文
旅体融合发展为路径，发展乡村
新经济，以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为牵引推进城乡共建共享。”新
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十
四五”末，全区农业增加值达到38
亿元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年均增速达到8%，乡
村大美公园形态和宜居生活品质
愈发凸显。

党建引领汇聚先锋力量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深入
乡村基层？在党建引领下，新都
区清流镇进行了探索创新，将文
明实践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创新
打造 34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微
家”。“微家”项目也成功入选中
央 文 明 办 2021 年 编 辑 出 版 的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
方法100例》，成为成都市唯一入
选案例。

群众利益无小事，件件实事

暖民心。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新都区将“学党史、办实事、送
服务”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合，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基地），将党史学习教育和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深入基层。

九龙村通过整合居民无偿提
供的闲置房屋资源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微家”，挖掘乡贤担任“微
家”讲师，创建“乡村美学讲堂”、

“七彩课堂”等宣讲项目，以接地
气的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据了解，依托辖区 34 个“文
明实践微家”新阵地，清流镇发动
辖区113支志愿服务队，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织开展圆
梦“微心愿”“为民服务送到家”等
志愿活动，为 26 家企业提供“一
对一”服务，形成为民服务可持续
长效机制，把党史学习教育延伸
到“家”。

截至目前，新都区已实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域覆
盖，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
个、实践所9个、实践站180个，真
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新都城市全景。 摄影 邹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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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区：
擦亮公园城市生态底色
书写“十四五”幸福民生答卷

成都新都区斑竹园街道三河村。

清流镇九龙村文明实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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