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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都到锦江，推门就是美好生
活。走过熙熙攘攘的春熙路，一
路向东穿过时尚太古里，来到东

门码头，乘坐游船顺江而下，伴随着沿途
河岸美景风光，一幅美好生活画卷徐徐
展开。

这里是商潮涌动的热土，消费是成
都市锦江区最优质的基因之一。党的十
八大以来，烟火气、时尚潮、国际范在这
里不断激荡，成都市50%的外国驻蓉领事
机构、70%的外资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锦
江区已然成为西部消费中心和西南生活
中心的代表之一。

回望来时路,答卷鼓舞人心。如今，
锦江区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奋进答卷：
经济建设实现三个千亿突破，综合实力
再上台阶。2021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1260.6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1324.3 亿 元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达 到
1120.2亿元。

十年筑梦，砥砺前行，成就非凡；十
年征程，日新月异，见证蝶变。以昂扬奋
进之姿，再启豪迈征程。锦江区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党代会精
神，以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为统揽，全力建设成都国家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时尚消费核
心区和国际交流交往引领区，努力在推
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
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突破，高质量建设

“品位锦江·幸福城区”，努力把一个更加
美丽、更具活力、更有品位、更具幸福感
的现代化国际化锦江推向新时代！

做优商圈极核
产业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商贾云集，百业兴盛，作为成都市历
史最悠久、氛围最浓厚的商业中心，锦江
区现代商贸基础雄厚，产业繁盛，优势领
先，一直走在成都乃至西部前列。

十年奋进，时间的沉淀，结出累累硕
果。回首过去，2012年，锦江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606.6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36.74亿元；到2021年，锦江区地区生
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突破
1200亿元，实现翻番，锦江区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更是连续18年位列全市第一。

强化顶层设计，塑造特色消费场景，
打造国际顶级商圈，创新时尚消费品牌，
这是锦江区近年来深入推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区建设的具体举措。

促消费升级，巩固领先优势。当下
的锦江区，正持续做优做强时尚消费引
领功能，以春熙路时尚商圈建设为主抓
手，从优化时尚消费地理、做强时尚产业
链条、加快时尚载体建设、推新时尚消费
场景四方面着手，打造千亿级现代商贸
产业集群。据统计，2021年春熙路时尚
商圈贡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0多亿
元，重要节庆期间日均客流量80万人次，
客流吸引力指数居全国第二，时尚消费
引领地位凸显。

锦江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和极强的
品牌聚合度，使其品牌吸附力、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升。锦江区更是成都当之无愧
的“首店第一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共计90家首店落户锦江，首店总数和
国际首店数量占比全市第一。

产业活力持续迸发，锦江区同时也

将目光瞄准了“新赛道”。当前，锦江正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用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提智品位锦江，以智慧
场景增智幸福城区。

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以及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选择“落子”锦江：北
京凝思、云天励飞、强联智创等企业陆续
签约落户，5G、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产
业正加速聚集。

“锦江区是成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的重要承载地。”白鹭湾新
经济总部功能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功能区已在北京、深圳实现了驻点
招商，重点招引“链”主企业。人工智能新
兴业态将成为区域经济新增量，在这里，
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城市蝶变美如画
用生态底色描绘公园城市宜居画卷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必然有鲜明的
民生底色，于细微处见真章，细节之处最
能体现城市的品质。

城如人，贵有品。如今，公园绿道已
然成为市民周末和节假日放松游玩的首
选，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生态小游园也
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走进锦江区江
家艺苑，时不时可见骑手从身边经过，即
便在平时，也不乏散步的市民。

作为中心城区，高密度人口如何与
城市蓝绿空间融合共存，一直是超级城
市面临的难题。海桐街社区公园、域上

和美小游园、丹桂街小游园……这些街
边随处可见的生态场景，折射出锦江区
的解题思路：聚焦城市有机更新，建设生
态宜居、蓝绿共生的幸福锦江。

在城市有机更新中，锦江区擅长塑
造特色风貌形态，因地制宜推动城市空
间品质提升。针对拥有历史底蕴的老街
区，如华兴街、青龙正街、望福街等，锦江
区将历史建筑融入片区整体开发，让“沉
寂”的历史资源再次焕发生机，帮助老街
旧貌换新颜。

老旧小区改造同样是城市有机更新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居民获得感
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锦江区坚持“以人
为本”，积极推进如“五福苑”小区、府河
小区等老旧院落的精细化改造，改造后
的老旧小区不仅让居民生活更便捷舒
心，也让城市风貌更靓丽整洁。

据统计，锦江区共有老旧院落751
个，2015年至2021年，全区共完成447个
老旧院落改造，惠及居民4.3万余户。根
据计划，2022年至2024年，锦江区还将
实施老旧院落改造184个，惠及居民3.5
万户。

绿色更是在锦江城市空间里蔓延生
长，坐拥16公里锦江公园城市客厅，锦江
区拥有白鹭湾湿地公园、三圣花乡等国
家级旅游品牌。全区绿化覆盖面积1978
公顷，形成了“一半田园一半城”的生态
格局。

不出城郭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有
林泉之致，这正是锦江区在建设公园城
市示范区的生活实践，营造出“进可都
市、退可田园”的独特体验。

深化对口扶贫协作
携手炉霍奏响脱贫攻坚“大合唱”

坐落于巍峨的群山之间，在2012年以
前，甘孜州炉霍县是名副其实的贫困县。

地广人稀，人口分布散乱是炉霍县
的显著特点。全县面积5800平方公里，
但人口仅有4.7万人，约等于成都市的小
型街道人口。县域88个贫困村更是差距
巨大，有的村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有
的村在河谷地带，却也整体呈现自然原
始的状态。

时光回溯至2012年，按照四川省委、
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锦江区对口支援
甘孜州炉霍县，两个相隔千里的地方，就
此联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友谊。

从高空俯瞰，一座座银色蔬菜大棚分
布于田野里。在位于炉霍县虾拉沱镇高
原现代农业“飞地”产业园其中一个蔬菜
大棚里，工人们正在采摘新鲜的小番茄。

蔬菜大棚属于炉霍县新都镇德拉龙
村，是由多家担任“荣誉村民”的锦江区
爱心企业筹资30万元建设，这个大棚每
年能为德拉龙村带来固定收益分红3万
元。新都镇德拉龙村的蔬菜大棚，安在
了虾拉沱镇上，这样的“飞地+众筹”产业
发展模式，为炉霍县贫困村发展带来了
更多可能。

集中力量才能干成大事。通过整合
国家扶贫产业资金、锦江区对口支援项
目资金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众
筹”资金，锦江区整合资金1.68亿元，创新

“村域结合、土地集中、各村飞地、龙头经
营、入股分红”的飞地产业振兴机制，在
炉霍县虾拉沱片区流转土地2000余亩，
为区域外各村建成飞地蔬菜大棚301
个。2021年，园区实现收益分红777万
元，各村人均增收800余元。

十载春秋，硕果累累。这一创新构
建的产业扶贫模式，被国务院扶贫办评
为“全国社会帮扶示范案例”，荣登《亚洲
减贫报告2020》,获评联合国“第二届全
球减贫案例”。2021年2月，中共成都市
锦江区委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锦文）绿意盎然的白鹭湾湿地公园，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锦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繁荣的春熙路时尚商圈，时尚消费引领地位凸显。锦江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向高而攀 迎新而变

非凡十年绘就“幸福锦江”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