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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前三季度GDP1.67万亿元 同比增长5.2%
10月23日，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四川
市（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
三季度，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34.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13.1亿元，
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5043.7亿元，
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1177.4亿
元，增长5.5%。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

前三季度，“菜篮子”产量保持增长，园
林水果、食用菌及蔬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9.5%、8.2%、2.0%。生猪产能总体稳定，生
猪出栏294.2万头，猪肉产量23.3万吨。

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8.0%、2.4%、9.3%。

重点行业有力带动，37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22个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其中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7.4%、10.8%、
9.8%、8.4%。

高技术制造业稳定增长，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8%、
5.2%、4.8%。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锂
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23.4%、22.2%。

服务业支撑作用显著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8%。

重点行业快速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20.1%、12.4%、9.3%、5.1%。

新兴产业较快增长，1—8月份，规模
以上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服务业营业
收入分别增长9.5%、8.0%。

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

前三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7427.3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9月
当月增长4.9%。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123.8亿元，增长

2.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03.5亿元，增
长4.1%。

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5985.4亿
元，增长1.3%；餐饮收入1441.9亿元，增
长6.3%。从热点商品看，限额以上（企
业）单位日用品类、新能源汽车、化妆品
类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27.9%、23.1%、
17.1%。

投资领域稳中提质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3%。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设备购置、建
安工程投资分别增长47.7%、9.2%。工
业投资增势强劲，工业投资增长50.9%，
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87.3%。民
间投资持续提升，民间投资增长8.7%，高
于全部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

新兴领域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制
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68.1%、15.6%，新基建投资增长22.9%。
重大项目有力推进，计划总投资百亿元
以上项目投资增长89.5%。

对外贸易持续改善

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6102.2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较
2023年同期提升21.3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额3332.7亿元，下降1.0%；进口额
2769.5亿元，增长29.8%。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额增长8.7%，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
重较2023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进口
额增长48.1%，占全部进口总额的比重较
2023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

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0.2%，衣着价格上涨1.9%，居住价格
上涨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较2023
年同期持平，交通通信价格下降2.9%，教
育文化娱乐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
格下降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7%。

总的来看，随着各项政策效应不断
显现，前三季度，成都全市经济向好因素
累积增多，主要经济指标近期出现积极
变化。但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博）近日，成
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印发工作通知，11月1日起，在全市全面
实行生猪产品“肉证一码通”管理制度，
深入开展生猪产品赋码管理工作，构建
生猪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据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
绍，打开“成都肉证一码通”微信小程序，
扫描猪肉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这块猪
肉的来源。“肉证一码通”是为了实现猪
肉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让消费
者轻松知道猪肉的准确来源，专门设计
的猪肉“身份证”，此前已在成都邛崃市、
龙泉驿区等区（市）县先行试点，从11月1
日起，将在成都全城推广。

据了解，“肉证一码通”应用数字喷
码技术，将动物检疫验讫印章、肉品品质
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融为一体，实现
养殖贩运、屠宰加工、流通消费、监管执
法等生猪产业重点环节的信息共享。

该体系创新猪肉产品证章标志加
施、出具方式，系统整合生猪及产品
产、宰、销各环节信息，建立二维码信

息集成机制、追溯信息传递机制、全链
条备案管理机制、全流程信息赋码追溯
管理机制和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有效解
决了猪肉产品追溯存在的信息化数字
化水平低、物证分离、证章易造假、全
程追溯难、监管效能低等问题，为农业
农村、市场监管、商务、智慧蓉城城市
治理等领域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实现生
猪“全程追溯、一码通查”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

此外，猪肉批发商通过扫描溯源二
维码索证方可离开屠宰场，各级猪肉经
营户以及餐馆、学校等用肉单位扫描二
维码逐级传递检疫检验信息，实现证随
肉走。消费者通过微信扫码，可以快速
获取产地、屠宰加工和销售信息，吃上看
得见的放心肉。监管人员扫描溯源二维
码或者经销商身份信息码，查询猪肉产
品“两证”及溯源信息。

根据吸收合并双方股东决定，四川
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000MA61Y0012K，注册
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拟吸收合并四
川成都报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0000521858795，注册
资本200万元人民币），合并后四川封
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存续（注册资
本5000万元人民币），四川成都报道有
限责任公司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兰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9334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0月22日

合并公告

猪肉也有“身份证”了！

11月1日起成都上线可溯源的“肉证一码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48小
时配送到家，保税仓直接发货，享受七折
购买优惠，在成都买进口榴莲更方便划
算了。

10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青白江区获悉，22日一
批泰国原产地的直采榴莲，首次在成
都以跨境电商“1210保税备货”模式顺
利通关，这也是西南地区首次采用跨
境电商“1210保税备货”模式进口榴莲
鲜果。

什么是“1210保税备货”模式？是指
电商企业将海外进口商品，以保税方式
存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
所，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付款，生成订
单与物流单、支付单三单比对后，以快递
包裹的形式直接从保税仓配送到境内消
费者手中。

以往，水果生鲜类产品进口业务，多
数平台及商家采取一般贸易征税进口后

再分拨到各市场销售，而此次采用跨境
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可降低企业采购和物
流成本，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同时可直
接从保税仓配送到消费者手中，极大提
高了生鲜水果从采摘到消费者手中的时
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进口的榴莲来
自泰国，装机空运至机场再运抵成都国
际铁路港综保区，从铁路港综保区保税
仓直接发货，确保让消费者能享受到48
小时极速配送。对比之前的一般贸易方
式，此次跨境电商1210模式让消费者可
享受免关税且增值税七折的购买优惠，
同时增强物流配送的时效性，对于榴莲
这类对时间要求高的生鲜产品来说十分
重要。

为保障本次货物进境后全链路顺
畅，成都海关启动了特殊物品快速通关
程序，对产品准入、官方植物检疫证书进
行预审核，指导企业提前办理进境动植

物检疫许可证，实时跟踪航班物流动态，
做到“即报、即审、即放”，极大保障了生
鲜水果的优质品质。

此次业务顺利通关，意味着采用跨
境电商“1210保税备货”模式从泰国、越

南进口榴莲的渠道已打通，将为企业扩
大业务规模增强信心，让更多全球优质
商品丰富成都人民的菜篮子，也为成都
市青白江区实现规模性跨境电商水果进
口贸易奠定了基础。

西南地区首单

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进口榴莲落地成都

市民通过扫码可以获取猪肉产地、屠宰加工和销售信息。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