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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中国四川-阿塞拜疆投资
经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阿塞拜疆派出
的代表团阵容强大：由阿塞拜疆驻华大
使布尼亚德·胡塞诺夫率团，团队包括阿
塞拜疆驻华大使馆商务领域相关负责
人、阿塞拜疆出口与投资促进署相关负
责人等。

活动吸引了四川本地112家企业超
过150名代表，他们专程前来寻求在阿
塞拜疆的合作商机。

在经贸推介会现场，四川省贸促会
与阿塞拜疆出口与投资促进署签订了合
作备忘录。

收获很多
阿塞拜疆与四川多次“牵手”

阿塞拜疆代表团此次来川，收获了
友谊：四川省贸促会正式“牵手”阿塞拜
疆出口与投资促进署。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促进四川
和阿塞拜疆工商界交流沟通，发展贸易
投资合作；尽力为四川和阿塞拜疆企业
家提供商业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经贸
代表团或项目考察组互访，视情况组织
企业参加相关论坛及展会活动。

“我们希望分享投资机遇、畅通合作
渠道，发挥双方产业互补优势，开展经
贸、投资、物流等领域合作项目……”四
川省贸促会副会长王广军表示，2023
年，川阿进出口实现7.1亿元，同比增长
5.5倍，设施设备、整车成为经贸合作的
亮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川
阿在设施设备、纺织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合作密切、成果丰硕。

实际上，这并非双方第一次“牵

手”。在此之前，四川与巴库市建立友好
省市关系；绵阳市与苏姆盖特市、凉山州
与舍基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开
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政府间合作交流。

此外，4月25日，阿塞拜疆国家品牌
馆（成都）开馆。馆内设置了阿塞拜疆国
家民俗文化展示区、文旅产品体验区和
特色商品销售区，成为川阿之间重要的
交流窗口。

合作推介
重点提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

物流领域的合作是本次推介会的重
点之一。其中，阿塞拜疆代表团专门提
到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

跨里海运输走廊是中欧通道的一部
分。从新疆出境的中欧班列一般走北线
经俄罗斯到达欧洲；还可从南线经伊朗、
土耳其抵达欧洲；另外可通过海铁联运，
经里海、黑海直接抵达欧洲，被称为“中
间走廊”。

在推介会现场，阿塞拜疆代表团多
次提及区位优势。作为链接中国与欧洲
的中间地带，阿塞拜疆作为东西方铁路
交通枢纽的角色也由此进一步凸显。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是中欧最安
全、价格最低的一个运输通道。”布尼亚
德·胡塞诺夫表示，跨里海后，在巴库继
续经过铁路运输到欧洲国家。据他了
解，将有4个测试班列从成都青白江国
际铁路港发车，利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
廊进行货物运输。

阿塞拜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
站，也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之一。阿塞拜疆已成为中国在欧亚地区

的重要合作伙伴。2023年中阿双边贸易
额为31亿美元，同比增长43.5%。中国首
次超越土耳其，成为阿第二大进口来源
国。中国继续保持阿第四大贸易伙伴。

在川企业：
将深化与阿方企业的合作

在推介会现场，面对阿塞拜疆抛出
的橄榄枝，在川企业也积极响应。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亚中东区技术总监高华卿表示，公司已
与阿塞拜疆方面开展合作多年，自2017
年至今，已累计为阿塞拜疆提供超过80
万台智能表计产品，为阿塞拜疆电力行
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什么选择去阿塞拜疆发展业务？
高华卿表示，除了地缘优势和交通便利
外，阿塞拜疆政府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
持续增加对外合作的需求，与国内友好
的合作关系氛围，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
商机。此外，阿塞拜疆人民热情好客，国
家文化包容开放，使得企业与当地合作
伙伴的沟通更加顺畅，为业务合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走出去的企业，
东方电气也在阿塞拜疆有重要投资。东
方电气东方国际副总经理周杰表示，不
论是光伏、风电、储能、氢能可再生能源，
还是气电传统能源，以及在油气钻采等
各领域，东方电气都已与阿塞拜疆合作
伙伴建立成功范例。例如，东方电气在阿
塞拜疆建设了该国最大体量太阳能发电
项目——戈布斯坦光伏项目，于2023年
10月26日实现首区并网发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预计夏季互换游客
30万人次

四川吉林签署一批
游客互换合作协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4
月27日，“潮起东北范儿·吉林好巴
适”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会在成都
举办。两地重点企业签署了旅行
社企业游客互换协议，预计2024夏
季互换游客30万人次，深化两地合
作，促进互利共赢。

吉林省与川渝地区相隔千
里，跨越大半个中国，形成一条

“黄金对角线”，连通着东北和西
南两大旅游市场，拥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与四川相类似，吉林也
是旅游资源大省，拥有自然生态
之美、人文风情之美、历史文化之
美。两省开展合作以来，通过两
省文旅部门通力合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

在推介环节，吉林首次推出山
水游、休闲度假游、边境游、民俗
游、乡村游、文博游、演艺游、美食
游、集市游、赛会游等“十游”产品
体系，为广大游客休闲观光、度假
康养提供了多样选择。同时，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引客入吉计
划及文旅项目政策，包括3大类8项
新政策和新服务，充分释放吉林文
旅新活力。

据悉，两地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推动川吉各级党委、政府和文
旅部门进一步加大合作对接，文旅
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让川吉
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4月27日，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
览会（以下简称成都世园会）主会场向
公众游客开放，五洲奇珍异草同园竞
放，约有60余种当地植物和500余种展园
特色植物集中呈现。

除了各色花卉植物外，不少场馆的
设计也充满特色，令人津津乐道。其
中，作为东道主展园的成都园是成都世
园会主会场113个展园中面积最大的。
4月27日，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A5建
筑工作室主创设计师唐绪勇说，成都园
以芙蓉花为灵感，对四川特色、成都市
井文化等进行了充分展示。

展示40余种芙蓉花
主体建筑未来将成婚姻登记中心

武侯祠的红墙、杜甫草堂的竹影、望
江楼公园的崇丽阁……唐绪勇说，成都
园在设计之初，就融入了许多典型的成
都元素。“展示的植物经过精心挑选，都
能代表四川，如银杏、珙桐、桫椤、芙蓉
等，展出的仅芙蓉花品种就有40余个。
目前已有几个特殊品种的芙蓉花盛开，
大多数品种会在秋季集中盛放。”他说。

成都园最具特色的要属主体建筑
“花居”，其造型犹如一朵芙蓉花开在
微缩盆地的腹部洼地。五片屋顶由传
统坡屋顶形式，结合芙蓉花瓣圆润柔
和的外形特征抽象演化而来，模拟花
瓣的旋转走势、咬合交叠关系，围绕中
庭展开。

成都世园会期间，该建筑主要承担
成都园室内园艺展示功能。成都世园
会结束后，“花居”将作为东部新区婚姻
登记中心，见证新人们的幸福时刻。

唐绪勇说：“花开蓉城，烟火成都。
我们将五片屋面的高度逐一抬升，营造
出更强的向心感，同时化解场地两侧的
高差。建筑屋面缓缓向下延伸，游客可
以对屋顶进行实地接触。”

说起成都，一定少不了包容、自由
与松弛的市井文化。在展示室内园艺
之余，“花居”还将展示成都的市井文
化。“我们希望大家能在欣赏珍贵苗木、

感受西蜀园林的同时，也能品味‘安逸
巴适’的生活。因此，我们设置了专供
游人休憩品茶的竹林空间，围合的内部
也交织出丰富的‘街巷空间’，形成不同
的成都场景展示。”唐绪勇说。

整体像微缩版四川盆地
用自然山水打造出西蜀园林景致

从整体来看，成都园地势呈周边高、
中心低，像一个微缩版的四川盆地。“我
们以自然山水作为构图主景，以‘一亭一
居一廊’为脉络，东面高山叠瀑、中部水
绕民居、西面花趣田野，让园区形成别具
一格的西蜀园林景致。”唐绪勇说。

从濯锦亭望过去，前景是高山杜
鹃、木芙蓉等苗木掩映，近处是起伏的

“花居”屋顶和旁边北京园的古建筑，恰
巧构成了一组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远
方是丹景台、丹景阁立于龙泉山上，整
体画面层次感十分丰富。

在“花居”中庭，游客能近距离地看
到、摸到由高处慢慢转下来的屋顶，与
建筑本身产生有趣的互动。这也是团
队设计之初的“小巧思”。

北侧小山顶上的观景台朝向摩诃
湖一侧，但回过头来却会发现，脚下的
成都园与远处三岔地铁片区的城市背
景同框。这种西蜀园林的飘逸自然与
远处城市的高楼林立带来的对比感，令
人印象深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设计师揭秘成都世园会成都园亮点

面积最大展馆 可赏40余种芙蓉花

四川省—阿塞拜疆投资贸易推介会在蓉举行

驻华大使率团访川 邀川企赴阿合作

这是4月22日拍摄的成都世园会主会场成都园（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游客可近距离观看成都园主体建
筑“花居”的坡屋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