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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川渝陕甘结合
部，是四川东向、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
拥有独特的地理区位。根据发展规划，
川东北经济区将推动创新资源开发和就
地转化，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
康养和红色文化旅游，加快打造川陕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和绿色产业示范
基地。

5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五区共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
川东北经济区专场，邀请广元、南充、广
安、达州、巴中有关负责人，介绍川东北
经济区如何提升区域整体发展能级，推
动经济区振兴发展。

关键词：交通先行
助力川东北经济区内畅外联

区域要共兴，交通须先行。发布会
上，南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志权表
示，当前南充立足打造国家立体综合交
通物流枢纽目标，正加快建设成达万高
铁、南潼高速、阆中古城机场、嘉陵江航
道升级改造等重点项目，布局建设空港
物流园、高铁物流基地等综合物流枢纽，
努力成为联通成渝、畅达全国的交通物
流大动脉。

“2022年是达州实施交通建设三年
大会战的首年，交通投资完成率居全省
第1位，成功入选全省首批交通强市试点
市。”达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应虎
说，下一步，达州将加快推动成达万、西
达渝两条高铁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力

争实现市域1小时覆盖、万达开1.5小时
互通、成渝双核2小时畅达、国内主要节
点城市3小时通达。

“重庆都市圈跨行政区把广安全域
纳入，这既是国家重大规划赋予的任务，
也是广安加快发展的现实途径。”广安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伟说，共建轨道上
的都市圈，广安将加快西渝高铁广安段
建设，力争2028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广
安到重庆中心城区仅需20多分钟车程。
同时，加快渝北至广安、广安至涪陵等铁
路前期工作，研究论证广忠黔铁路、合广
铁路，开行铁路公交化列车、跨区域城际
公交，形成到重庆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
圈”。加快建成广安机场，融入成渝世界
级机场群。

作为成渝地区北向的重要门户枢
纽，广元将如何抓住这份机遇？广元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国斌表示，广元是
四川的第二大铁路枢纽，4条铁路在此交
汇，4条高速纵贯全境，广元机场开通了
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航线17条，嘉陵江
千吨轮船从广元港可直达长三角，境内
油气输送管道总里程1536公里，“公铁水
空管”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初步建成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下一步，我们将用活用好交通区
位优势，让更多要素资源集聚到广元，
加快实现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许国斌说，广元将加速推进交通格局立
体化，推进广巴铁路扩能改造和广元机
场改扩建，加快建设交通强市试点市；
加速推进货运物流枢纽化，高标准建设
广元国际铁路港，积极争创国家物流枢
纽承载城市。

关键词：产业推动
产业振兴发展助力“五区共兴”

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广元突出抓好
铝基新材料首位主导产业，全力打造千
亿产业集群，已构建“绿色水电铝-铝精
深加工-铝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形成
电解铝产能61.5万吨、再生铝产能170万
吨、铝精深加工180万吨规模，去年实现
产值342亿元。

聚焦重大制造业项目，广安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广安去年签约总投资
167亿元的和邦生物、118亿元的利尔绿
色植保项目，今年新签约总投资120亿元
的诚信新材料、17亿美元的玖源新材料
项目，并将这“四个百亿”的项目作为产
业投资“一号工程”，以先进制造业为主
导挑起发展大梁。

南充和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
济副中心，是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的
重大举措。在产业领域，南充坚持“产业
兴市、制造强市”不动摇，扶优扶强“活存
量”、招强引优“扩增量”，坚持以项目为
中心组织经济工作，抓好34个省重点、
300个市重点项目，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和总量保持全省“一方阵”。

达州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锂钾产业
资源。对此丁应虎表示，围绕“五区共
兴”战略，达州正加快建设万达开天然气
锂钾综合利用集聚区，加快推进重点产
业强链补链延链发展。其中，投资230亿
元的浙江正凯年产120万吨乙二醇项目
正在全力推进，计划一期2024年正式投
产；总投资200亿元的万达开绿色智能铸
造产业园已于今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6

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就是围绕天然气、锂
钾优势资源展开。

关键词：康养文旅
打造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根据发展规划，川东北经济区将大
力发展生态康养和红色文化旅游，并加
快打造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具体如何实现？

“建设全国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既
是省委赋予巴中的重要使命，也是巴中
市挖掘红色、绿色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巴中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陶剑峰说，为支撑
这一目标实现，巴中首要任务就是做大
做优做强文旅康养产业。

围绕“红色+绿色”主攻方向，巴中大
力发展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城市和近郊旅
游、乡村旅游。同时，为深化文旅融合，丰
富产业业态，巴中还将巴文化、民俗文化等
文化元素植入山水田园、城镇乡村，融入城
乡规划、景区创建，并且四季有重点：春抓
巴人文化艺术节，夏办诺水河国际溶洞节，
秋有光雾山国际红叶节，冬推光雾山冰雪
节，不断提升巴中文旅的美誉度、影响力。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同兄弟市州组
建‘5+N’城市文化旅游联盟，推动区域
文化旅游交流合作。”陶剑峰说，巴中不
断加强与重庆及周边市县合作，串联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共同打造“红岩精神、
伟人故里、川陕苏区”等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联动其他革命老区逐步形成覆盖西
部、纵贯南北、连接中东部的红色文旅走
廊。 （下转05版）

省政府新闻办“五区共兴”系列主题发布会第四场举行

五市携手 助力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

举办世界媒体大会，是国际大型赛
事的惯例。在5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成
都大运会世界媒体大会上，成都大运会执
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了成都大运会有关注
册、签证、抵离通关、交通、餐饮、住宿、开
闭幕式、竞赛等工作的筹备情况和主媒体
中心、场馆新闻中心等运行筹备情况。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按照国际通用惯例和往届大运会的成
功经验，为前来的媒体代表提供优质、便
捷、高效的服务，把成都大运会展现出的
和平、友谊、希望以及‘雪山下的公园城
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所呈现的人文魅
力与时尚活力传向世界。”与会者纷纷表
示，这里提供的服务优质、高效还有温度。

探访主媒体中心
将24小时运营

功能齐全还有文化体验活动

5月16日，参加世界媒体大会的嘉宾
来到成都大运会的主媒体中心进行探
访。该中心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

（含地下室1.5万平方米）。其中，1到3层
为主新闻中心，上面几层为国际广播中
心、摄影平台。主媒体中心将于7月13日
预开放，7月25日至8月8日正式开放，24
小时运营。

主媒体中心还将进行一些文化体验
活动，如川剧表演、年画制作、糖画制作
等。在赛前和赛中阶段，主媒体中心的
户外草坪上还将举行露天音乐会、创意
集市、投壶比赛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从7月29日到8月8日，在户外草坪上还将
举行“村晚”，让参会媒体代表在工作之
余加强交流，放松心情。待大运会结束
后，主媒体中心将“变身”东安湖图书馆，
服务广大市民。

“这是为参与大运会报道的记者准
备的媒体包，里面有媒体指南、办公用品
和纪念品。”当天的探访现场，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拿出了一个印有太
阳神鸟图案的黑色背包，包中装有一封
成都小学生给参会记者的信。“每封都是
由不同小学生写的，信件内容都不相
同。”该负责人说。

大运会期间，主办方将推出大运通
APP媒体专区、媒体包和文化体验三项
特色服务。通过大运通APP媒体专区，
参会媒体代表可以预订酒店、餐饮，报名
采风活动。同时，主办方还准备了5条成
都特色观光线路供参会媒体代表选择。

探访场馆和吉祥物“蓉宝”原型
被大熊猫“芝麻”
和场馆设施“圈粉”

“它在那里，正在吃竹子。”“‘芝麻’
跑得好快啊。”……5月15日上午，在成都
大运会世界媒体大会开幕前，各国的参

会记者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参
观，纷纷被大熊猫“芝麻”圈粉。

上个月刚过完6岁生日的大熊猫“芝
麻”，2020年8月通过全球公开票选，成
为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的原型。这
也是世界大运会历史上第一只“真实版”
的代言大熊猫。

“它很活跃。”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话音
刚落，“芝麻”已迅速吃完手中的竹子，开始
抖动自己身体进行伸展，并来回小跑。

“太奇妙了，大熊猫动作呆萌，样子
可爱！”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副主席、匈牙
利国家体育台节目主持人兹苏桑纳·西
西兹图感叹。

法新社首席记者阿玛雷·马瑞尔也
忍不住称赞：“棒极了！”他表示，作为这
次大运会的吉祥物，“蓉宝”可以很好地
代表成都，代表四川。

除了大熊猫“芝麻”，成都大运会的
场馆也给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东安湖体育中心，国际体育记
者协会主席、米兰体育报资深记者吉亚
尼·梅罗表示，这里的体育场馆是奥运会
级别的。

在了解到成都大运会的场馆惠民政
策后，吉亚尼·梅罗大为赞赏：“简直太棒
了！体育运动能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
的人连接起来，体育场馆也给大家提供
了一个沟通交流的空间。”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今天的中国变
化很大。”吉亚尼·梅罗表示，“成都这座
城市太神奇了，环境优美，绿化很好。”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倢肖莹佩

成都大运会世界媒体大会上，各国记者“组团”探访主媒体中心等运行筹备情况

这里的服务优质高效有温度

距离成都大运会开幕

还有 天72

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后）、多功能体育馆（前左）、游泳跳水馆（前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