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锦江区：

持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推门就是幸福美好生活
在成都市锦江区太古里、IFS大熊猫

塑像下，青年男女在此街拍；在春熙路网
红餐厅里，都市白领们结束一天的紧张
工作后来此小聚闲聊；在文化底蕴厚重
的大慈寺，外国游客们纷纷拿起相机拍
照，惊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之美。

“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形态得到提升，
城市功能得到完善，街区更具活力和发展
后劲，群众获得感更强。”成都市锦江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锦江区一直秉持公园城市
理念，在城市有机更新中最大限度保留文
化记忆和城市肌理，营造新空间、植入新产
业，让市民生活品质得以提升，片区生态空
间得以美化，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关键词：时尚＋文化
优化城市发展新空间

行走在春熙路上，一边是走过历史
沧桑越发弥新的老店：亨得利、精益眼
镜、凤祥楼等老字号，早已成为春熙商圈
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边是火热“上
新”的奢侈时尚品牌店：阿玛尼美妆体验
店、Chanel、Dior等张扬时尚活力……这
里，古朴与现代、传统与前沿、潮流与时
尚撞个满怀，无时不散发出这个城市独
有的自信、包容、优雅气质。

“锦江区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瑰宝数
不胜数，在城市更新中，我们一直致力通
过植入新兴产业，保留历史文化的同时
焕发出新动能。”据悉，锦江区全面落实

“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以

生态转化引领城市更新、以TOD开发驱
动城市更新、以文化涵养催化城市更新、
以社区治理促进城市更新“四大策略”。

目前，锦江区正加快推进华兴街等
天府锦城“四街两坊两景”建设，植入文
化创意、剧场演艺、沉浸购物等业态，让
市民充分体验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现代
文化生活场景。据相关负责人透露，锦
江区计划到 2023 年，推动实施 20 个城
市更新项目，新增6条特色街区。

关键词：“智慧＋”为引领
推门就是幸福美好生活

“到 2035 年，生态型、高质量、人本
化、有韧性、可持续的特质充分彰显，基
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达到东

部先进城市中心城区水平，成为都市幸
福美好生活首善区，共同富裕走在全市
前列。”这是锦江区的期待，也是对人民
的一份初心。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化
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锦江区致力于通
过“智慧”这张牌为民办实事。其中以

“城市大脑”为支撑，充分运用 5G、大数
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完善超大城市中
心城区全网可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
城市感知体系，基本实现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锦江区正加
快推动智慧社区建设，到 2023 年，将新
建15个智慧应用场景示范社区。

如何实现“推门就是美好生活”的愿
望？据了解，未来5年，锦江区将新建和
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 30 所，新增学位
3.9万个，义务教育阶段区级优质学校覆
盖率达 100%；新增三甲医院3个以上和
新增全民健身场地10万平米；打造儿童

“15分钟公共空间体验网络”，实现品质
为先、动态成长、充满活力的儿童友好社
区全覆盖，进一步营建孩子开心成长、老
人舒心长寿、市民友善和美的全龄友好
包容社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锦江区还计划在
2025年前完成棚户区改造约700户、城
中村改造约200户，推进东大街焕新、春
熙路商圈提质等城市有机更新示范性工
程。实施75个社区“微更新”项目，分类
推进94个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自主
增设电梯200台，让市民家园更有颜值、
市井生活更有品位、社区服务更加完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杨芮雯 记者罗田怡

熙来攘往的太古里。锦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焕然一新的华兴街。

市民在东湖公园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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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第二十八批信访件202件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殷鹏）9月23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十八批群众来
信来电信访件202件，其中来电65件，来
信137件，分别为成都市97件、自贡市2
件、攀枝花市2件、泸州市7件、德阳市5
件、绵阳市4件、广元市2件、遂宁市6件、
内江市13件、乐山市2件、南充市9件、宜
宾市7件、广安市6件、达州市9件、巴中市
8件、雅安市5件、眉山市11件、资阳市3
件、阿坝州1件、甘孜州0件、凉山州3件。

第二十八批移交的信访件共反映
202个环境问题，其中涉及水污染38
个、大气污染44个、土壤污染19个、生
态污染17个、辐射污染1个、噪音污染
52个、其他问题31个。按照相关管理原
则，我省将举报问题转交相关市（州）人
民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移交四川的
第十八批信访件已办结143件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殷鹏）9月23日，记者从四川省迎接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的第十八批群
众来信来电信访件共222件（其中来电
73件，来信149件），截至9月22日，已办
结143件，阶段性办结79件。其中，责
令整改108家，立案处罚51家，罚款金
额13.7528万元。市民可登录四川省人
民政府网站查阅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四川

9月23日，德阳广汉市三星村口袋
公园，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群众
联欢活动在此举行。活动还配套有四
川省百年农史展、三星堆文化展、农特
产品展、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展、川渝乡
村女能人成果展、农机具展等展览，进
一步营造丰收气氛。

活动中，原创音乐舞台剧《千年稻
香》，以三星堆考古出土的碳化稻米为
创作源泉，讲述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
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三星
堆遗址出土的稻、黍、粟等碳化植物种
子，实证了 3200 年前长江上游四川盆
地的稻作历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
鸡、陶猪形态逼真，许多器皿绘有鱼的
形象，反映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
达。稻作过程中古人不断积累水利经
验，李冰父子开凿的都江堰至今仍灌溉
着天府之国。

活动紧扣农民和丰收两条主线，坚
持农民主体性，让农民全程参与到活动
筹备各个环节，真正把节日办成农民的
欢乐节。其中，非遗文化歌舞剧《川江
号子》表演者都是来自长江上游地区的
农民兄弟，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由农
民组成的百人合唱团在田间地头、乡间
小路、谷堆田埂上纵情歌唱，生动勾勒
出新时代中国农民的崭新形象。

2018 年 6 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务
院批复，自2018年起，在每年秋分日设

“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今年6月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指出：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
丰收节，明确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法律
地位。

德阳广汉还是我国最早启动农村
改革的地方之一，农业发展不断进步。

望着金灿灿的稻田，53岁的广汉市

三星堆镇中兴村农民谢长发笑容满
面。他从 2014 年流转土地种粮食，现
在已经发展到800亩规模。“现在插秧、
追肥、收割全程机械化，效率高。”谢长
发说。

抓一束稻谷细看，谷粒饱满，丰收
在即。谢长发说，亩产平均在 1300 斤
左右，自己年纯收入15万元。“政府有各
种补贴，对种粮人帮助很大。我的梦想
就是多种粮食，让人们吃饱吃好。”

德阳位于成都平原腹心，被称作天
府粮仓，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粮食单产长
期位居四川省前列，油菜、水稻、玉米多
次打破四川单产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综合新华社

唱响丰收的田园赞歌
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群众联欢活动在广汉举行

9月23日在德阳举行的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联欢活动。新华社发

手工艺者进行织绣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