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龚爱秋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建昌古城，位于凉山州西昌市东北，
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古城，记录着
西昌数百年的历史，承载着当地人共同
的回忆。2022年，建昌古城焕新升级，吸
引不少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感受西昌
的文化沉淀。

建昌古城的“走红”，只是近年来西
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县域文旅
产业，如何在讲好“小城故事”的同时，助
力“小城经济”发展？11月7日，“万千气
象看四川”四季度集中采访活动报道组
走进西昌，在这里找寻县域经济发展的
不同形态。

增加新场景
从历史文化名城到热门打卡地

西昌，自唐朝末年起称为建昌，至清雍
正六年裁卫置县，称为西昌。800多年“西
昌史”里，建昌古城就见证了600余年。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研究员
马玉萍介绍，为推动构建“上有古城、下
有邛海”的文旅格局，重塑老城区历史文
化风韵，2021年，西昌市全面启动建昌古
城保护更新项目，修缮团队按照1991年
建昌古城申报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的几
百张老照片，“修旧如旧”，最大程度还原

了历史原貌。
2022年11月，在凉山州建州70周年

之际，建昌古城开街迎客。焕新的古城，
在保留原有空间肌理、商户民居的基础
上，新增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丰富餐
饮、民宿等业态，重现老城烟火气。2023
年春节假期，建昌古城接待游客60.4万
人次，成为一大热门景点。

为了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西昌市又陆续新增旅拍、夜游、沉浸游、
灯光秀等业态，打好夜经济、IP经济等

“特色牌”。2023年3月，建昌古城被评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如今，在建昌古城郑家大院里，古迹

旁的空地里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这里
会有一场戏剧带游客穿越时空，感受古
城的千年韵味。巷子里深藏的“蜀绣博
物馆”，珍藏了不少经典、华美的蜀绣作
品，“文化+博物馆”的形式，让古城的历
史味、文化味更加浓厚。

并入新赛道
“文旅+”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月22日，在“万千气象看四川”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凉山专场上，凉山州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凉山州统筹做好资源
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
章”，谋划布局工业强州、农业强州、文旅

强州“三大强州战略”的相关情况。
凉山州牢牢抓住文旅这张发展牌，

打出新花样、新玩法，在讲好“小城故事”
的同时，激活“小城经济”。来西昌，不只
看邛海泸山，“文旅+”产业，让这里一年
四季都充满着丰富多彩的活动。“文旅+
戏剧”“文旅+体育”“文旅+电影”等各项
节庆赛事齐聚西昌，为游客提供了更多
的旅游娱乐场景。

11月8日，2024第六届大凉山戏剧
节在西昌开幕，来自11个国家的100部戏
剧进行精彩展演。11月9日，2024年邛
海湿地马拉松激情开跑，吸引世界各地
约2.5万名跑友，该活动已持续举办了10
年。同时，西昌还依托海河、唐园、建昌
古城等资源，大力发展精品夜游、饕餮夜
宴、时尚夜娱等夜间经济，让远方的客人
留得下来、住得安逸、玩得尽兴。

全域全时旅游，已成为西昌文旅产
业发展的主线。2024年春节，西昌累计
接待游客243.31万人次，旅游收入27.1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79.02%和79.82%；“五
一”假期，西昌文旅市场持续火爆，5天累
计接待游客97.47万人次，旅游收入
86458.44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冷宇

“遂宁位于成渝腹心，与成渝等距128
公里；是中国锂业之都，全市锂电产业规
模占全省比重近1/4；一半山水一半城，享
有‘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的美誉。”11
月1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
四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遂宁专场，会
上，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会英用“融圈
强链、三新两端”几个关键词，围绕“坚持
实业兴市 加快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
示范市”等内容进行了主题发布。

据悉，遂宁以全省第20位的幅员面
积，创造了第13位的经济总量和第8位的
工业增加值、第7位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近3年GDP每年迈上一个百亿台
阶，连续3年进入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
效评价同类地区的前3位。

关键词：融圈
与成渝“既连着骨头，更连着筋”

发布会伊始，刘会英首先提到的是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个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境内成达万、绵遂内高
铁加快建设，遂渝高速扩容、成南高速扩
容、南遂潼高速项目有序实施。”刘会英介
绍说，安居机场建成投用，让遂宁成为成
渝地区少有的同时具备“铁、公、机、水”的
枢纽城市。特别是2027年成达万高铁开
通后，遂宁市民可以坐高铁快捷来往成

都、重庆，6小时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而作为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遂宁

物流业务辐射川渝和云、贵、甘、陕等省
市的70余个城市，兼具物流中转和集散
优势。据统计，遂宁每年有约50万吨蔬
菜、200万头生猪端上成渝餐桌，约56%
的制造业产品供应成渝企业，锂电新能
源、电子信息等产业每年配套成渝的产
值近200亿元，可以说遂宁与成渝之间

“既连着骨头，更连着筋”。
近年来，遂宁推动市内28所学校与

成渝地区26所学校结对共建、资源共
享，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扩面，
同时在全省率先启用遂潼（遂宁-重庆
潼南区）公交“一卡通一码通”平台，已服
务川渝两地群众近20万人次，让“好邻
居”融为“一家亲”。

关键词：强链
壮大主导产业链条

作为全省少有的“二三一”产业结构
的城市，遂宁始终坚持“工业当先、制造
为重”，推动单核单链向多产业多链条转
变，全市的工业化率持续保持全省前列。

在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上，遂宁锚
定省委赋予的“锂电之都”定位，形成了基
础锂盐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46万吨、
负极材料10万吨、锂电池31GWh、废旧锂

离子电池综合利用2万吨的完备产能。落
户了全国首批、西南首家碳酸锂期货交割
仓库，建成了全国首家锂电科技学院、国
家级锂电材料和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是四川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的主要承
载地、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
全国“新三样”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大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上，遂宁
实施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吸引一
批企业在遂筑巢落户，聚集了盛新锂能、
江淮汽车等20余家上市公司，以及天齐锂
业、蜂巢能源、四川裕能、喜之郎等多家行
业头部企业，培育了1家中国民营500强企
业、3家年产值上百亿企业、4家全省标志
性产品链主企业和6家四川民营百强企
业、118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无数
的创业梦想正在这里孕育和起飞。

在大力夯实产业发展平台上，遂宁
坚持把产业园区作为发展主阵地，先后
获得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等名
片，形成了各具特色、主业鲜明、业态互
补的园区融合发展体系。

关键词：三新
中试创新、人才育新、产业向新

近年来，遂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培育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9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570家、省级瞪羚企业7

家，实现规上高新技术产业营收近600亿
元，是全省六个创新型城市之一。

在中试创新方面，遂宁致力于打造
“辐射成渝、面向全国”的中试基地，在锂
电新能源、电子信息、油气化工和装备制
造等领域布局四大中试平台，研发的高
性能锂硫电池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
域空白，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遂
宁基地”成功落户。

在人才育新方面，遂宁突出“培引并
重”，出台40余项支持措施，引进高校和
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团队226支，高校（校
区）从1所增加到9所、在校学生超过9万
人。目前，在遂专业技术人才达到8万余
人、硕博及副高层次人才近1.5万人，成为
人才聚集的“洼地”。

“同时，遂宁积极布局低空经济、人
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刘会英说，比如，发挥遂宁的双机场优
势，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打造全国运
动型飞机、西南地区通用飞机制造高地。

关键词：两端
抓好“城”与“乡”互促共融

刘会英说，遂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
带乡，强化农村的三次产业联动，在城乡
融合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托沱牌
舍得企业，打造就地配套的优质酒粮基
地16万亩，带动6万余户群众和130余个
村集体实现稳定增收；发挥生猪规模养
殖优势，大力发展肉制品精深加工，形成
了从饲料到营销的完整产业链条；拥有
全国最大的虫草花工厂化生产基地，年
产量达1.8万吨。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深
入，遂宁城镇化率逐年提升至59.8%，居
全省第三位。

未来，遂宁将紧紧锚定省委赋予的
“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
都”的发展定位，以融圈强链、引客入遂、
效率革命大兴实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遂宁新篇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会英
作主题发布。 图据四川发布

“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遂宁专场举行

如何实业兴市？遂宁市长分享了几个关键词

遂宁，一半山水一半城。图据遂宁市河东新区管委会

西昌：讲好“小城故事”，激活“小城经济”

建昌古
城夜景。 图
据西昌市委
宣传部

聚焦城乡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