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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文旅热”当属开年第一爆款话题。
2月1日，成都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4年成

都要实现旅游总收入3900亿元以上，让更多人感受到“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魅力。
天府之国如何让更多人“来了就不想走”？2024年成都市两会期间，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推出特别报道《成都文旅出招了》，对话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探访文旅场
景，看成都文旅如何发力，让更多人爱上成都。

三场交流会平均时长2小时

和局长面对面代表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成都市金牛区文体旅局局长邓喻文

2月1日，成都市长王凤朝作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2024年，成都要多措并举激
发有潜能的消费，持续擦亮“三城三都”
金字招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成都要争创
国家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我相信这个
目标已不远了。”当天下午，成都市人大
代表、成都市金牛区文体旅局局长邓喻
文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
专访。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在听取了
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后，她感触颇深。

记者：政府报告工作中，您感触最深
的内容有哪些？

邓喻文：王凤朝市长所做政府工作
报告振奋人心、情意满满、暖心提气。我
最受触动的是体现了四个“度”。首先是
城市温度，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未有如此
大的篇幅关注普通人的事。在成都，每
个平凡人的故事都被关怀，每位建设者
的努力都被尊重，浓浓的人情味带来了
成都的温暖；其次是工作力度，政府工作
报告用了非常高的标准，对政府的工作
提出了严要求，每项工作成绩的背后都蕴
含着政府工作迎难而上的“成都标准”，展

示了我们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
还有就是目标高度，政府工作报告对

各项工作的落实都提出了明确目标，也指
导了路径和办法，特别用了单独的篇章对
政府工作作风提出了目标。最后是视觉
广度，政府工作报告用大篇幅提到了国
际交流的深化拓展，从站在全球的角度对
成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内容涵盖了文化
体育、商贸商务、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

记者：翻阅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成
绩”中提到去年成都共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超6500场次、天府绿道超7000公里、跻身
全国音乐演艺“第三城”……上述内容，很
多都与金牛区相关，您有何感受？

邓喻文：我的感受是：累，但快乐
着。去年，金牛区举办各类赛演活动300
余场，地区举办万人以上的赛事演艺活
动场次位列全国第一，赛事演艺活动的
蓬勃发展，为成都带来了超70亿元的文
旅餐饮商贸等延伸收入。

相当于日均举办一场赛演活动。可
以说，基本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我和同事
们都在活动场馆度过。作为文旅体工作
者，能亲自参与成都国际赛事名城和音
乐演艺之都的发展，见证多个有历史意
义的时刻，我深感自豪和骄傲，当然这也
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尚动感活
力的最佳表达。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成都要
争创国家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金牛区
如何将国际赛事与文旅相结合起来，打
造城市消费活力呢？

邓喻文：今年，我们将围绕2025年

成都世界运动会筹备、世界体育舞蹈节
举办等重点工作，积极开展赛事的营销
宣传和文旅融合工作的推进。

我们将围绕凤凰山体育公园及周边
区域，积极推进延伸消费场景的呈现，引
入更多体育品牌首店、高品质酒店、商业
综合体等多种业态，让游客和观众来了
留得住，留了有体验，体验有美誉。此
外，在引流固流上，我们还将联动全区酒
店、景区、商圈与赛演活动结合，让游客
观众来金牛即可享受到多方面的贴心服
务和消费折扣。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文旅都特别
“卷”，前有山东淄博烧烤，后有黑龙江哈
尔滨冰雪。地方文旅要出圈，您觉得最
关键的是什么？

邓喻文：我觉得文旅行业必须“卷”，
没有内卷就没有行业的快速提升发展。
成都要积极创新宣传营销方式，塑造主
流媒体和时尚媒体联动的热点事件跟踪
宣发回应矩阵，更快更准地宣传好发布
好成都的亮点和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
摄影报道

2月1日傍晚，四川省人大1号楼热闹
了起来。上午，成都市十八届人大二次
会议在这里开幕，几个小时后，三场成都
市人大代表和局长面对面的交流会在这
里举行，三场交流会平均时长2小时。

傍晚6点30分，506办公室，参与经济
领域交流的成都市人大代表和局长陆续
落座。“回答问题直截了当，不‘穿靴戴帽’、
不照本宣科。”正式交流前，成都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谢瑞武提出了几点要求。

随后，55名成都市人大代表和来自成
都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
局、科技局、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开始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热聊”。据
了解，“代表·局长面对面”咨询交流会是
成都市两会期间，首次以面对面形式开展
的交流会。

很提劲
近2个半小时回答15个问题

局长们生怕讲不清楚

交流会一开始，来自金牛区代表团
的成都市人大代表付天立第一个举手提
问。作为一名科技公司的掌舵者，他很
关心成都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哪些成效。
随后，成都市科技局局长丁小斌解答了
他的困惑。

事实上，当晚的交流现场，丁小斌是
回答问题最多的局长。几天前举行的“委
员·局长面对面”咨询交流会上，他同样解
答了不少来自政协委员关于科技的疑
惑。“我们压力很大，责任也大。但因为大
家关心，我们也很有信心。”丁小斌说。

信心，是这场经济领域交流会的关
键词。作为一名律师，成都市人大代表
李大福很关心民营经济发展。“如何进一
步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他问道。

“重点是要聚焦企业关切，强化政策
支持，发挥政策效用。”成都市发改委主
任王锋君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成都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制订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
施，探索建立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机
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困难问题。

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文旅消费、就
业保障、营商环境……由于时间关系，原
计划2个小时的讨论进行了近2个半小
时，回答了15个问题。

很民生
用最平实的“大白话”
与代表们面对面“交心”

在社会领域，来自成都市卫健委、人
社局、教育局、民政局、生态环境局、体育
局的负责人来到现场接受人大代表们的
咨询。

交流会现场坐得满满当当。出席交
流会的负责人任职最长的7年，最短的2
个月。参加此次交流会，他们都做足了
功课。每位局长落座时，都从手提包里

拿出笔记本和笔，还有一大叠资料，笔记
本上密密麻麻手写了很多内容。

近20位代表根据自己的工作领域提
问，也有“跨界”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
题。来自武侯区代表团的王翔是三届老
代表，他最关注就业问题，“成都高校毕
业生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来自邛崃市代
表团的刘国关心“优质医疗资源均衡”问
题。来自新都区代表团的林琳关心“居
家养老”的问题……

这不是一场“念材料”的形式主义会
议。记者在现场看到，面对代表们的提
问，局长们虽然带了很多材料，但他们都
是脱稿回答，各种行业数据信手拈来，政
策内容熟记于心。他们用最平实的“大
白话”，与人大代表们“交心”，讨论问题
的解决方案。

“可能在座不少代表们的孩子也面临
就业问题，我建议现在可以改变就业观
念，先就业再择业。毕业后一定要让孩子
们走进社会，哪怕工资低一点，实际上也
是一种锻炼。”面对提问，成都市人社局
局长王道明希望现场的人大代表们帮忙
多宣传，让待就业的年轻人转变观念。

很“实在”
代表们关心的垃圾分类等

都有了回应

城市更新、闲置土地使用、城市生活
垃圾管理、住房保障、环城绿道骑行安全
管理……同一时间，围绕着城建领域的
诸多方面，生动的“讨论交流”正在开展。

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主任药师贺林满怀期待。她
说：“这种交流形式非常新颖，我是第一
次参加。我准备的问题和生活垃圾相
关，通过这次交流会，我期待能进一步推
进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尤其是涉及垃
圾分类和精准投放方面的。”

成都市人大代表、市律师协会副会
长王坤林则更关心住房保障问题。“住房
保障是很重要的民生问题。今天，我想
知道住建部门对成都市住房保障的推进
情况，以及在相关工作上有没有一些需
要改进的地方。”他说。

交流会尾声，成都市人大代表、新都
区小草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肖惠文提出
的问题引发了代表们的频频点头。“环卫
工人用辛勤的劳动，擦亮了‘干净之城、
有序之都’的城市名片，营造了温馨舒适
的生活环境。请问成都市城管委2024年
在环卫工人关心关爱方面有哪些新的工
作打算？”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李伟说，
将进一步明确环卫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福
利待遇以及社保购买和劳保用品发放标
准，还要督促用工单位按照所在地标准缴
纳住房公积金，鼓励用多种方式为环卫工
人提供集体宿舍或临时宿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刘
秋凤 杨澜摄影报道

2月1日，成都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局长面对面”咨询交流会举行。

专访成都市人大代表、金牛区文体旅局局长邓喻文：

文旅行业必须“卷”才能快速提升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