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第一阶段成绩单

发放消费券
均在5分钟内

领完

线下消费券
核销率达
94.27%

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多出
29.37万人。

从年龄来看，25岁至50岁的居
民是参与的主力人群，其中30岁至
40岁人群占比最大，达34.2%。

用户画像

08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最近一个月，在成都人的生活里，
“消费券”是个热词。

自5月20日启动以来，成都陆续发
放了4次线下消费券。日前，中国银联
四川分公司发布了成都“520”消费券促
消费第一阶段（即线下消费券）成绩单，
此次线下消费券核销率达94.27%。

今年，成都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消费活
力来有效拉动投资，推动经济恢复性增
长、稳经济大盘。

消费券带动销量
不少商家业绩回升

94.27%的核销率，意味着消费券的
变现率高、“带货”能力强，更是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特质。

今年，成都在5月20日打响了促消
费活动。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成都“520”
消费券促消费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线下
场景发放消费券。据中国银联四川分公
司介绍，第一阶段自5月20日起持续到
6月16日，共发放了4次消费券，均在5
分钟内领取完毕。

“活动页面累计访问人次达1800万
人次，单波次同时在线人数超过300万
人。”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

数据还勾勒出此次成都“520”消费

券活动的用户画像：从性别来看，女性比
男性多出29.37万人。从年龄来看，25
岁至50岁的居民是参与的主力人群，其
中 30 岁至 40 岁人群占比最大，达
34.2%，大众抢券用券活跃。

一张消费券，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
连着商家。

截至6月16日，成功报名的近2万
市场主体中，涉及品牌13597个，门店
32005个，通过线上渠道自主报名的市
场主体就有上万家。

按行业分类来看，此次参与发放消
费券的商家里，零售门店占比66.76%，
餐饮门店占比30.62%。参与发放消费
券的还有加油站，过去一个月间，“领消

费券加油”在成都成为一阵风潮。
数据显示，在活动中，成都个体工商

户有5094个品牌、9542个门店发生了
核销交易。

小基数、低门槛
惠及更多消费者与消费场景

核销率为何能达到94.27%？这与
此次线下消费券的发放方式有关。

从总量来看，成都“520”消费券促
消费活动（第一阶段），消费券的财政
资金规模就达到了1.2亿元，发动金融
单位和商户叠加优惠活动后，共计2.4
亿元。

小基数是此次成都消费券的特征。

第一阶段，成都总共发放消费券
260余万张，每次达到66万张。具体而
言，此次成都发放的消费券包含四种类
型，分别为“满600元减200元”“满300
元减10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
元减20元”。

这样一来，2.4亿元被拆分为门槛更
低、数量更多的消费券，可以惠及更多
人，以及体量更小的消费场景。

成都还在发放方法上做“加减法”。
一方面，采用分次抢券的模式发放消费
券，消费券面额的设置也更加多样和灵
活，每次消费券的有效期6天，逾期资金
滚动进入下一次，能够大幅提高消费券
的核销率。

另一方面，减少消费券设置的使用
门槛，让消费券用得更纯粹、简单、省心，
让消费券“口惠且实至”。

从线下消费券发放到正在“上新”发
放的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再到如火如荼
进行中的“2022公园城市绿色消费促进
活动”……成都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的前提下，多种手段促消费。

据悉，成都还将抢抓7、8月份夏季
促消费有利时机，举办2022成都户外
音乐啤酒季活动，以各类精彩的演艺节
目，联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激发消
费活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倢

钥匙、“房本”一起拿
成都高新区

首例“交房即交证”落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听

说以前是交房至少两年后才能拿到不
动产权证，没想到从摇号买房到今天交
房，3个月就拿到了，这真的是‘高新速
度’。拿到不动产权证后就可以解决落
户、小孩上学、融资抵押等问题，真的是
帮了我们大忙。”成都凯德世纪名邸小
区业主吴女士高兴地说。

6月 21日，成都市高新区公园城
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公园城市局）走进
凯德世纪名邸小区项目现场，开展“交
房即交证”活动。该项目系成都市高
新区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正式运行
后，独立开展的首例“交房即交证”项
目，结合之前完成的“交地即交证”项
目，标志着高新区房地登记的“双交”
体系正式建立。

现场，陆续前来办理交房手续的业
主们体验了“一手拿钥匙，一手拿不动
产权证”的服务模式，实现交房与领证
零时差、零等待的“无缝衔接”，“住权”
与“产权”同步。

商品房的办证问题，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5
月印发的《成都市推行新建商品房“交
房即交证”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加强规划和自然资源、住建、税务等
部门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完善信息共
享、优化再造流程、压缩办结时限，构建
起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长效机制，
实现并联竣工验收合格、缴纳相关税
费、交存维修资金后，房屋交付同时发
放《不动产权证书》。

今年以来，公园城市局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进一步提升不动产
登记便利度，新启用高新区不动产登记
服务大厅，实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

“跨域通办”“延时办”等多种方式“随心
办”，并常态化推进“交房即交证”工作。

近日，成都正式印发《成都市“十四
五”绿色转型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成都
将全方位推动空间、产业、生活、治理转
型，努力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到2035年，实现超大城市全
面绿色低碳发展。

空间转型
全面提升超大城市人口经济承载能力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成都
将巩固完善“一山连两翼”空间总体布
局，实施城市精明增长战略，注重全域
统筹、差异管控、精细集约，系统推动
城市空间结构、开发模式、建设方式绿
色转型，全面提升超大城市人口经济
承载能力。

为加快构建科学发展的功能格局，
成都将持续做优做强中心城区、城市新
区、郊区新城，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
式功能结构，促进城市内涵发展、区域差
异发展、城乡融合发展。

“十四五”期间，成都将有机更新
活化存量空间，全面推进以“留改建”
为主导的50个片区有机更新，力争完
成 112 个非核心功能项目纾解。以

“城市针灸”理念促进老街巷、老院落
焕发新生，以“创新创意”方式推进老
旧居住区、低效商业区、低效工业仓储
区等更新改造，推动城市和建筑焕发
新生。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战略性基础设
施，影响着城市空间布局形态。《规划》提
出，“十四五”期间，成都将实施轨道网络
高质量发展计划，包括启动第五期建设
规划编制报批工作，力争“十四五”期间
获批开工等。

产业转型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产业转型方面，成都将发展壮大绿
色低碳优势产业，推动存量产业绿色低
碳改造，全面推广绿色循环生产方式，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体系之下，成都将打造特色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集群，集群成员包括清洁能
源制造产业、新型绿色服务业、“生态＋”
产业等。到2025年，成都绿色低碳优势
产业营业收入达到3000亿元。

成都将大力发展光伏、锂电、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建强新能源产业国
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在清洁能源制造产业发展过程中，
成都尤其注重与市州之间的互动协作，
提出着眼“研发＋制造”培育跨区域产
业，大力发展成（都）德（阳）高端能源装
备产业集群；发挥头部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贯通上中下游产业链，与乐山、眉山
共建世界级晶硅光伏产业基地等。

生活转型
加快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

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
与。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就是要坚持
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形成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规划》提出，成都将实施绿色细胞
示范创建工程，具体包括节约型机关创
建工程、绿色家庭创建工程、绿色学校创
建工程、绿色社区创建工程、绿色商场创
建工程、绿色建筑创建工程。

按照绿色建筑创建工程要求，城市
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
筑标准进行建设。成都将使用财政性资
金投资建设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进行建设。

垃圾分类是绿色生活中的重要内
容。为提升生活垃圾分类运收处置能
力，成都将以天府水城静脉家园、邛崃餐
厨废弃物处置厂、简阳市餐厨垃圾处置
项目等为依托，完善餐厨垃圾投放、收
运、处置全流程处置网络，引导企业不断
升级厨余垃圾去杂、破碎、发酵、降解等
处置设备和技术，提高餐厨垃圾无害化
处理能力。

治理转型
夯实绿色转型发展基石

治理转型方面，成都将在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领域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的政
策导向，加快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创新
提升治理能力，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系
统集成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推动从发
展方式到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系统性绿
色低碳升级。

《规划》提到，成都将扎实推进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以川西林盘等特定
生态单元为基础建立反映生态产品保护
和开发成本的价值核算方法。目前成都
已经开始相应的试点工作。不久前，四
川GEP核算试点区域崇州，出炉了首份
GEP核算报告，为生态价值核算方法摸
索出了一套方式。

“十四五”期间，成都还将完善促进
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包括完善污水处理
费、垃圾处理费政策，建立城镇污水处理
费动态调整机制，推进企业污水排放差
别化收费；健全固体废物处置收费机制，
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生活垃圾跨区
（市）县处理环境补偿机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罗田怡

门槛更低、数量更多，惠及更多人和小体量消费场景

成都线下消费券核销率达94.27%

《成都市“十四五”绿色转型发展规划》出炉

到2035年实现全面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