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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灯火通明的金
融大厦里，白领们还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在
熙熙攘攘的春熙路、IFS，刚下班的都市丽人
们正拉着好友闲逛；在公园绿道上，爱好健
身的市民正呼吸着清新空气……这是成都
市锦江区的缩影，时尚与科技在这里碰撞，
发展与绿色在这里完美融合。

“未来5年，锦江区将勇担‘中优’使
命，全力做强国际时尚消费中心、国际商
务交往会客厅、天府文化魅力窗口、都市
品质生活典范四大功能支撑，加快建设
更加美丽、更具活力、更有品位的现代化
国际化锦江。”在去年举行的中共成都市
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分组讨论上，锦江区委书记陈志勇描绘
出锦江区未来的发展蓝图。

关键词：“1＋3＋3”
让“老牌城区”焕发经济新活力

作为成都市历史最悠久、氛围最浓
厚的商业中心，锦江区自唐代起便以“百
业云集、市廛兴盛”饮誉巴蜀，拥有发展
新经济的生态沃土。

如何让“老牌城区”焕发经济新活
力？如何跟随时代潮流推动锦江区高质
量发展？今年 4 月，锦江区对外发布了

《成都市锦江区“1+3+3”产业体系2021
年重点项目机会清单》，围绕“1+3+3”产
业领域，共发布59个2021年重点项目，
释放千亿级机会。

何为“1+3+3”产业体系？即坚持发展
新经济、培育新动力一个主方向，以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为牵引，发展现代商贸、新兴金
融、数字传媒业三大主导产业，培育都市工
业、都市文旅、都市医养三大特色产业。按

照规划，到2023年，锦江区人工智能产业

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拉动关联产业规模

突破1000亿元，新经济引领的高质量现代

化开放型产业体系基本成势。

同时，锦江区给三大功能区“量身打

造”了发展计划，释放城市新动能。其中

春熙路时尚活力区加快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聚焦国际时尚消费、消费金融、数

字文创等细分产业，打造春熙路国际潮

购城、盐市口总部商务活力区、攀成钢智

慧金融商务中心、锦江 468 数字文创谷

等四大产业社区；白鹭湾新经济总部功

能区加快建设“锦江智能经济新城”，大
力发展绿色经济、数字智能、智慧医疗三
大未来产业；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锦江
片区）加快建设“金融创新中心”，重点发
展金融科技、财富管理、数字消费等细分
领域，打造金融城东TOD产业社区。

关键词：擦亮城市底色
高质量打造公园城市示范城区

“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以前居住的
附近道路坎坷不平，汽车尾气重，所以只
能去健身房锻炼。搬来这里以后，每天

出去跑步简直是一种享受。”刚搬到锦江
区不久的王女士说。在她身后是一条绵
延无际的城市绿道，她形容“感觉就像奔
跑在山野中”。

漫步在修葺一新的锦江区花乡农
居，以新川西风格为主的建筑群落韵味
别致。芳草茵茵随风摇曳，将一望无垠
的草地染绿。蜿蜒的绿道上新铺了沥
青，沿着道路一直前行，不远处便是锦城
绿道。在锦江区，有一种幸福叫“公园绿
地就在家门口”。据锦江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大运会开幕之前，100公里的一级
绿道将全线贯通，重要的景观节点基本呈
现，到2027年，锦城公园将全面建成。

公园城市不能简单理解为低密度、
宽马路和大花园，而是寻求人口、产业、
规模合理优化，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
统一的城市新形态。锦江区探索推动生
态环境导向型城市发展模式，突出“生态
为基、产业兴城、场景聚人”理念，启动实
施一批引领性项目，系统串联天府锦城、
东湖公园、白鹭湾湿地等场景，推动生态
楔进去、文商漫出来。

据悉，锦江区正加速绿道结网成链，
有序推动区域级、城区级、社区级三级绿
道建设，营造绿色舒适的公园社区。“到
2023 年，实现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8%。
到 2025 年，新增立体绿化面积 3 万平
米，打造公园小区30个。”这是锦江区给
自己下的任务。不仅如此，相关负责人
透露，锦江区将在白鹭湾数字总部港打
造成都首个未来公园社区。一张“公园
城市”锦江模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杨芮雯 记者 罗田怡

成都市锦江区：

坚持“1＋3＋3”产业体系 高质量打造公园城市示范城区

成都锦江区江家艺苑。锦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锦江区中环路绿道。市民在锦江绿道上纳凉休闲。

在遂宁市蓬溪县一座古寺中，隐藏
着被称为“四川壁画之精华”的宝梵壁
画。它是四川四大壁画之一，距今已有
500多年历史，生动再现了明代巴蜀地
区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繁荣景象。

由于宝梵壁画深藏于山林古寺之
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鲜为人知。壁
画为何人所作，至今无从考证。9月22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不知道的
川渝秘境”报道组走进蓬溪县古寺，探
访宝梵壁画。

明代壁画深藏于山林古寺

宝梵寺位于遂宁蓬溪县，森森古
寺，盘坐于“峰峦结固林木盘错”之间。
据明碑《宝梵寺修造记》记载：之所以在
此择地建寺，是因其地“幽胜”，可“藏焉
修焉”。

宝梵寺，原名“罗汉院”，始建于北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后毁于战
祸。至明正统年间，才有僧人海舟、清
澄二人广纳功果，相继带领弟子在原

“罗汉院”基础上续建庙宇。
现存建筑中，除两侧廊庑改建于清

代外，中轴线上的天王殿、大雄殿、观音
殿均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尤其是重建于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的大雄殿，
斗拱飞檐，玲珑剔透，建筑体貌庄严静
穆，堪称“明代建筑佳构”。

宝梵壁画就深藏于宝梵寺中。曾

经，由于交通和信息不畅等原因，宝梵
壁画曾长期隐于川中一隅，鲜为人知。

“宝梵壁画是四川四大壁画之一，
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对于寺庙和
壁画，蓬溪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任彬
如数家珍。

据任彬介绍，宝梵壁画为工笔重彩
贴金彩绘，笔法灵动飘举，人物栩栩如
生，用色经久不衰，美术界评论它“具有
唐代吴道子的画风”，即具有“天衣飞
扬，满壁风动”的特点。

在现存的10铺壁画中，以《地藏说

法》最为精妙，画面高 3.60 米，宽 3.18
米，曾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议赴
法会》《雷音供奉》《达摩朝贡》《准提接
引》《南天仙子》《长眉问难》《罗汉聆
经》（一、二）《功德圆满》等 9 铺壁画亦
是匠心独运，情景交融，妙趣横生，堪
称精品。

壁画中，所绘法像 103 人，或聆经
说法，或穿针引线，或窃窃私语……各
具情态，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超凡的艺术魅力。著名敦煌学专
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教授称之
为“不可多得的祖国绘画艺术珍品”。
著名书画家、原重庆画院院长谭学楷赞
其是“四川壁画之精华”。

除大雄殿壁画外，宝梵寺还有从附
近定静寺迁移的明代壁画《诸天朝贡》
共 4 铺，计 25 平方米，陈列于观音殿
内。此画作于明景泰二年，晚于大雄殿
壁画 15 年，虽其品相略次于大雄殿壁
画，但亦属珍贵文物。

1956 年，宝梵寺及壁画被核定为
四川省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谁人创作仍是未解之谜

据了解，明代壁画基本都是依据前
代留下的“粉本”绘制。“粉本”是指绘画
所采用的白描线稿，一般由技艺高超的
名家画师创作，民间壁画绘制中凡是大

面积绘制且技术难度较高的，一般都需
要参照“粉本”。

宝梵壁画为何人所作，至今无从考
证，成为未解之谜。

根据宝梵壁画所呈现的艺术特色，
外界大多认为是民间画师所创作。

“有业内人士称，宝梵壁画的绘制
者都是民间画师，他们是在借鉴‘粉本’
的基础上，对复杂的人物造型和图纹
进行变化和改造，因此，壁画所绘制人
物既遵循了固定的模式，又具自身的
艺术特色，人物造型上沿用了宋代绘
画的写实手法，线条灵活生动、富于变
化。”任彬说，比如其中一铺壁画，图中
右侧一位白衣罗汉右手拿着针线，小
拇指微微翘起，画师运用兰叶描勾勒，
将人物手指的饱满与圆润生动表现出
来，手中牵引的丝线细若游丝，若隐若
现，极尽精妙。

在任彬看来，这些留存至今的壁
画，生动再现了巴蜀地区明代经济社
会、文化和宗教的繁荣景象，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

重庆市博物馆曾在《宝梵寺壁画考
察报告》中写道：“大雄殿壁画浅描彩
绘，笔调流畅，风格古雅朴素。所绘人
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画面线条，颇
似唐代著名绘画大师吴道子的笔意，具
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是祖国绘画艺术不
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摄影报道

存世至今五百载 深藏山林古寺中

遂宁宝梵壁画被称为“四川壁画之精华”

宝梵壁画《雷音供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