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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型采访活动特别报道

走进书画之乡 追溯甜蜜源头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内江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三元塔寓意“连中三元”。内江市市中区文广旅局供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贾娇

近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策划
发起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
采访活动走进内江市市中区，在悠闲自
在的尚腾新村品鲜美瓜果，到曾家大院
寻觅“甜城”源头，至川南大草原感受蒙
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文蕴天梯、雅贤
长廊感受文脉传承，探访六段锦、玛歌·
迪仙庄园火锅公园等重点项目。

漫步内江市市中区，一步一景折射
出一个事实：面对活力无限的巴蜀文化
旅游市场，内江市市中区正用好用活资
源禀赋，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产业。

现场探访
全域旅游花开朵朵

两个4A级景区成“流量担当”

提到内江市市中区，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两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黄
鹤湖旅游区和乐贤半岛旅游区，凭借这
两张王牌，内江市市中区圈粉无数。

8月19日，首批“天府旅游名牌”名
单公示，内江市市中区尚腾新村上榜。
该村位于黄鹤湖旅游区核心区域，近年
来，随着当地旅游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
吃上了“旅游饭”。去年，该村共接待游
客10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亿
元。

另一个“C位”出道的高颜值景区是
乐贤半岛旅游区。如果说黄鹤湖旅游区
折射出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那乐贤半
岛旅游区则为内江市市中区营造出别具
特色的浪漫美景。

8月20日，雨后的内江塔山公园更
显清新靓丽，公园里蜿蜒的步道、寓意

“连中三元”的三元塔、传承状元文化的
文蕴天梯、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等，让每
个来到这里的市民、游客，都能找到令自
己欣喜的一片小天地。

在内江市市中区，如此丰富且各具
特色的景点，汇聚起该区文旅发展的底
气和信心，同时也催生出该区以一盘棋
统筹、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大文章的
深刻思考。

出谋划策
高铁游成新时尚

多业态融合促文旅产业发展

绵泸高铁内自泸段开通后，坐拥两
座高铁站的内江市市中区，与自贡、泸州
形成半小时经济圈，与成渝两地形成一
小时交通圈。日前，记者乘坐高铁途经
白马北站、内江东站，透过车窗，该区秀

丽山水田园风光和城区人文风光令人心

旷神怡。

内江市市中区历史文化悠久，迄今

已有2000多年的郡县历史，素有“中国

书画之乡”“汉安故郡”的美誉，这里不仅

有两个国家 4A 级景区，还有汉安夏布

绣、内江蜜饯、汉安糖草等特色文旅产

品。结合绵泸高铁内自泸段在内江市市

中区的两个站点，该区打造了两条精品

线路，重点吸引成自泸及重庆周边游客

前来游玩。

此外，多业态融合发展也是内江

市市中区因地制宜融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的具体体现：聚焦“文化+旅游”，

成功培育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

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
点；聚焦“农业+旅游”，建成汉安糖草
等农文旅融合项目，成功打造以生态

休闲为主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聚焦
“体育+旅游”，建成以尚腾新村、黄鹤
湖垂钓基地、川南大草原等为代表的
国家级体育旅游品牌。

明确思路
加码核心产业布局

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随着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借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川南一体
化，如何进一步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内江市市中区在思考、在行动。

记者从内江市市中区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了解到，该区通过丰富旅游业
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积极探索新业态
旅游产品；聚焦当地文化特色，举办各类
节会活动，形成全域旅游闭环。

以文旅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也是内江
市市中区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
一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古法制
糖、蜜饯制作技艺、汉安烙画等乡村非遗
项目产业化，并推进汉安糖草等农文旅
融合项目建设。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内江市市中区
也在积极携手川渝地区及其他县市区，
思考通过推出对周边城市的票价优惠政
策、联合举办节会活动、推出串联周边区
县的旅游路线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城市
合作，共同推进旅游发展。

如今，阔步在“创新开放活力区、现
代产业新城、滨水公园城市”建设新征
程的道路上，内江市市中区正以加速度
奋力建设休闲度假旅游样板区，积极创
建天府旅游名县，将该区建设成为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文
化高地和川南文旅经济带重要旅游目
的地。

2021 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动员大会召开，发布了成都“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实施方案和 2021 年计划。
据了解，“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覆盖居
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城市
通勤等与群众、企业息息相关的十大领
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

如今，方案发布已过去 6 个月，成都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进展如何？今
年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80所，增
加学位10万个，如今修建了多少？中心城
区列入计划的“断头路”，打通了多少？

8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实地走访了部分点位，梳理了成都“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最新进展。

交通出行
二季度累计打通

中心城区“断头路”11条

根据方案，2021年，成都将加快完善
“环+射”路网系统建设，持续推进东西城
市轴线、天府大道北延线、羊西线、草金路
等骨干路网建设，打通市域“断头路”20
条以上。

今年上半年，成都市重点协调推动跨

区域“断头路”打通，促进区域发展，提升
路网整体通行能力，二季度累计打通中心
城区“断头路”11 条；正在实施府滨北路
片区、芳草街片区等3个片区绿色活力交
通示范区打造工作，智慧交通建设项目不
断推进，市民交通出行将更加便捷舒适。

教育助学
中小学、幼儿园新（改、扩）建

主体完工率达70%

新增 10 万个学位，让孩子能在家门
口的学校更安心读书。按照方案，2021
年，成都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80所，增加学位10万个。目前修建情况
如何呢？

据了解，目前，成都市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幼儿园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其中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主体完工56
所，主体完工率达到70%。

“强决心、强信心、强规划、强落实。”
四剂“强心剂”，是原成都石室中学校长兼
党委副书记王明宪给予成都市“强校工
程”的期许。今年3月，王明宪等专家组
成的“四川西部教育发展研究所”专家团
队来到成都市温江区寿安学校，对学校

“强校工程”进行把脉问诊、深入指导。此

次教育出行交流之旅，可看作是成都市
“强校工程”持续推进的一个缩影。

按照《成都市公办初中强校工程实施
方案》要求，“组建专家团队，指导各实验
校开展基于实证的课程改革、课堂优化和
学校改进实践研究，提高育人科学性和实
效性”。

落实“一校一团队”、开展“一月一视
导”、加强“一校一宣传”、推动“一校一引
领”，成都市公办初中教育，聚焦课程课
堂，注重内涵发展，致力提升68所实验学
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力争助推实验校
教育质量、办学水平明显提高，师资水平
明显增强，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明显提
升，建成一批“家门口的好学校”。

医疗养老
二级及以上医院

全部开设老年人挂号等绿色通道

“老人家您好，请问您要挂什么科？”
“内科，我正发愁呢，我手机没法扫码

挂号，挂号那里排队人也多。”
“我们这儿有老年人优先就医窗口，

我带您过去。”
8月24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

大厅内，导诊护士小王走向一位前来就医

的老人，并热情地向老人引导介绍。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预约挂号、

移动支付、自助查询报告等“互联网+”
就医流程日益精进，推动看病就诊更加
多元化、便捷化，但对于部分老年人而
言，智能化技术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就
医困难度，如何有效帮助老年人跨过这
道就医“数字鸿沟”，成为对数字时代治
理的考验。

针对老年人就医的难点、痛点和堵
点，成都市大力持续推进老年友善就医服
务，推进医疗机构全面落实老年人医疗服
务优待政策，旨在有效解决老年人就医困
境，营造老年人良好就医环境，保障老年
人就医合法权益。

2021 年 6 月底，成都市二级及以上
综合医院为老年人开设挂号、就医等便利
绿色通道开通率达90%，截至6月30日，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已按照要求，建立
了老年人挂号、就医“绿色通道”，畅通无

“健康码”通道，提供人工服务窗口。预计
到2021年底，成都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
院为老年人开设挂号、就医等便利绿色通
道开通率达10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实习生 吴语萱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进展如何？

成都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已主体完工56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