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
次“整体出口”项目

♦中国长定尺钢轨首次规
模化出口

♦“港口倒转转运工具”
“吊装装船专用工具”两个“中
国首次”新技术诞生

四个“中国首次”

“天府艺展”正式上线
四川文化新生活触手可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3月31
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天府艺
展”四川文化文艺演出展览信息发布厅
正式上线。该平台集展演发布、宣传报
道、分类检索、交流互动四大功能为一
体，联动全省21个市（州）演出展览场馆，
打造“一站掌握、一触即达”的全新文化
体验。

目前，“天府艺展”已有全省近200
家机构入驻，有超百场线下演出展览可
查询浏览，涵盖舞台剧、音乐现场、戏曲
曲艺、综艺演出、艺术赛事、展览等所有
演出展览类型。

演出市场方面，不仅各类本土演艺
活动纷纷开票，而且全国各地的名家名
团——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天
鹅湖》、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
梦》、高分剧目《四张机》、陈佩斯主演的
戏台三部曲之《惊梦》、北京交响乐团

“时光”重奏组《四季之春》音乐会等，也
将让观众一饱眼福。

展览方面，成都市美术馆迎来首届
“S”艺术季，乔治·莫兰迪真迹空降成
都，国画大家黄宾虹带来海派艺术之
旅，以及近日在泸州市博物馆开展的

“金色大明——明代金饰文物特展”等，
共同为广大观众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天府艺展”坚持公益属性，自筹备
以来，已发布了近百条免费展演信息，
并于每周五推出下周精彩展演预告，
用户可以在“艺术展演”模块中通过

“只看免费”一键查询免费展演。人人
有机会浸润文化生活，零门槛享受精
神盛宴。

在联合办展、文化IP开发等方面，
“天府艺展”未来将与演出展览场馆、机
构深入合作与交流互动，赋能机构重点
项目宣传，扩大传播声量，发挥平台聚
合效应，让名家新秀云集、精品佳作涌
流的四川舞台没有淡季，让四川的诗和
远方最可触摸、更为动人。

为方便用户在饕餮文化大餐中精
准“点单”，“天府艺展”还推出了多维度
查询服务，用户可以根据时间、地点、城
市、是否免费等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
筛选。

“‘天府艺展’的发布，满足了参观者
获取公益展览安排和最新活动的需要。”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钟玲认为，在四川博
物院举办的展览、活动中，免费的展览、
社教活动占比较大，“以往都是在博物
院自有平台进行宣传，和流量较大的票
务平台合作较少。通过‘天府艺展’，人
人都有机会通过免费的展览亲近巴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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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统计局联合发布《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监测报告》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GDP为77587.99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史晓露）4月2日，四川省统计局和重
庆市统计局联合发布《2022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监测报告》。
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77587.99亿元，占全国的比
重 为 6.4% ，占 西 部 地 区 的 比 重 为
30.2%；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0%，
与全国持平。

报告指出，2022年，川渝两地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两省市党委政
府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决策部署，不断深化区域协同合作，经济
圈发展能级持续提升，经济结构调整优
化，先进制造业、新兴消费增势良好，要

素服务保障有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乘势而进。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2022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一产业增加值
6469.55亿元，占全国的7.3%，比上年增
长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加值29890.58亿元，占全
国的6.2%，比上年增长3.8%，与全国持
平；第三产业增加值41227.86亿元，占全
国的6.5%，比上年增长2.2%。三次产业
结构为8.3:38.5:53.2，第二产业占比比
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在工业方面表现亮眼。川渝两

地整合优势产业，立足汽车、电子信息等
重点行业，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77044.12亿元，比上年增长3.9%；
实现利润总额5916.46亿元，比上年增长
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3个百分点。

新兴消费蓬勃发展。川渝两地以推
动重庆、成都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为重点，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
费目的地。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460.14亿
元，占全国的比重为7.8%。以网上消费
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模式稳步发展，限上
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

2377.22亿元，比上年增长15.6%。
要素服务保障有力。川渝两地协同

推进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
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生态体系建设，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蓄势赋
能。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4.57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11.1%。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
额13.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3%。两
地财政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
新、市场开放、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引才
育才等方面支持有力。2022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28.4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295.0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庭铭）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
改革委、财政厅、生态环境厅近日联合印
发《四川省公共机构碳达峰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省公共机构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180万吨标准煤以
内，比2020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4%，全省公共机构有效有序实现绿色低
碳转型。力争2030年前，全省公共机构
碳排放总量实现达峰。

根据《方案》，全省公共机构将从加
快能源利用绿色低碳转型、开展节能降
碳提质增效行动、提升建筑绿色低碳运
行水平、推进资源节约助力减污降碳、推
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开展绿色低
碳示范创建、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
升低碳管理能力等8个方面重点着力。

《方案》提出，进一步扩大电能替代
范围，提升电能终端能源消费占比，提高
办公、生活用能清洁化水平。实施供暖
系统电气化改造，鼓励因地制宜采用空

气源、水源、地源热泵及电锅炉等清洁用
能设备替代燃煤、燃油、燃气锅炉。

根据《方案》，各级公共机构要开展
节能降碳提质增效行动，即运用智能化
管理手段，提高节能降碳管理水平，减少
能源资源浪费。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进行能源资源消
费数据纵向直报系统“全省一张网”建
设。该系统建成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可实现对县级及以上公共机构重点区域
能源使用数据监测全覆盖。

《方案》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从
2022年起，四川全省新增和更新公务用
车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汽车（特殊地区、
特殊用途除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按不低于总停车位20%的比例配建充
（换）电基础设施。“我们还支持公共机
构采用自助分时租赁等商业运营模式，
租赁使用新能源汽车，从而降低公务用
车消耗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说。
在组织实施方面，《方案》从强化监

督考核、责任落实等方面作了详细规
定。其中，在强化监督考核上，将健全公
共机构节能监察联动机制，综合运用考
核、评价等手段，增强公共机构节能监察
约束力；强化考核结果应用，落实激励约
束措施，更好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四川西部、北部地区许多城市存
在山区多、面积大、路途远的客观问题，
直接导致省内不同城市公共机构绿色低
碳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方案》专门
提出，省直各部门（单位）、各市（州）的公
共机构要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

值得一提的是，《方案》还提到要推
进区域交流合作。按照《方案》，川渝两
地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要发挥两地优势，
共同推广节能环保品牌，联合开展人才
交流培训，制定川渝两地共同适用的地
方标准、规范。

四川出台公共机构碳达峰实施方案

力争2030年前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实现达峰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陈碧红）3月3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雅万高铁哈利姆车站，随着最后一根
钢轨稳稳铺在铁路线上，“一带一路”建
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雅万高铁全线轨道铺通。这些采用全球
最高、最严的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铁路
钢轨，全部来自中国四川的攀枝花钢钒
有限公司轨梁厂万能生产线。

雅万高铁是连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和重要城市万隆的高速铁路，是中
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
海外落地的项目。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轨梁厂生产技术室主任吕攀峰介绍，3.8
万吨铁路钢轨100%由攀钢生产，全部为
100米长定尺钢轨，是中国长定尺钢轨
第一次规模化出口。

目前，国际上铁路钢轨长度大多规
格为25米。对钢轨来说越长越容易变
形，越长对平直度和表面平整度要求越
高。“即便是钢轨表面存在肉眼难以所见
的细小颗粒，也将直接影响飞速运行中
的高铁运行安全。”吕攀峰透露，攀钢生
产的100米长定尺钢轨，偏差不超过0.1

毫米，代表着国际最高水平。
即使这样，在供雅万高铁专用的

100米钢轨生产上，攀钢自我加压，精益
求精，生产要求更严。

这种严，体现在质量上，每批钢轨不
仅在生产前制定“一对一”质量控制方
案，以确保零误差，同时也体现在工艺改
进上，不断突破技术难点。如在钢轨轧
制工艺、优化轧制孔型方面，历经数十上

百次试验后，最终每条生产出来的钢轨
外形尺寸实现百分之百精准，可让高铁
运行如丝滑般平稳。厂区内，一则标语
将攀钢的这些极致追求形容得很贴切：

“在攀钢钢轨上飞驰，可以睡得像婴儿一
样安稳。”

工艺上有突破，运输上也有创新。
鞍钢国贸攀枝花有限公司物流部负责人
秦锐俊介绍，全球能运载100米长定尺
钢轨的海运货船屈指可数，且运输档期
无法按雅万高铁建设所需钢轨生产进度
来协调。“花了一年多时间做物流方案，
最后在港口搭建一条生产线，解决了海
运难题。”就这样，“港口倒转转运工具”

“吊装装船专用工具”两个“中国首次”新
技术诞生，并实现长定尺钢轨首次规模
化出口，再加之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
次“整体出口”项目，小小的钢轨见证了
四个“中国首次”。

从2020年3月开始生产，到最后一
批顺利抵达印尼，3.8万吨长定尺钢轨在
雅万高铁建设现场“大显身手”，在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大舞台上展现出“四川
制造”的魅力。

见证四个“中国首次”

3.8万吨“四川造”钢轨“包场”雅万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