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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11月29日，“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阿坝专场在四川新闻发
布厅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近十年，若
尔盖花湖水位提高了52厘米，面积由
215公顷扩大到650公顷，成了众多鸟类
栖息繁衍和迁徙的重要区域。

阿坝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许磊介
绍，在阿坝州8.42万平方公里的辖区面
积中，林草资源占比92%，其中草原占全
省三分之一，湿地占全省二分之一，是长
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补给区
和国家重要生态湿地功能区，作为黄河
流经四川境内的重要区域，黄河干流枯
水期40%的水量、丰水期26%的水量均
来自这里。

花湖的“长高”“长壮”，是阿坝州树
牢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全力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一个切片。

许磊说，阿坝州坚持把生态保护摆

在优先位置，一体化保护生态的系统性、
平衡性、和谐性，守护好“中华水塔”和

“天府之源”，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3.9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辖区面积的
47.7%，占比全省最高。

在打造全国生态一体化系统治理阿

坝样板方面，阿坝州深入实施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修复治理，推动生态治理从
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系统治理转变。
四川省最大生态治理项目若尔盖山水工
程，计划投资 52亿元，生态修复面积
23.17万公顷。

此外，阿坝州以绿色发展激活典范
建设动能，始终把生态作为生产之要，
以高品质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
宜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着力打造民族
地区高质量发展阿坝典范。通过不断
优化调整区域水资源保护、利用、开发
思路，积极探索、规范推进水权水价市
场化改革。去年，阿坝州与宁夏完成全
国“第一单”跨省水权交易，实现了生态
价值转换，推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
融互促。

许磊表示，下一步，阿坝州将持续推
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以建设美丽中国
先行区、生态修复示范地为目标，坚持保
护优先策略强生态、系统治理修复强生
态、城乡环境提升强生态，持之以恒探索
创新，全力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地
方实践的高原典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11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近日香港铁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铁公司”）与成都
轨道集团正式签约，计划在成都投资
3000万美元，打造行业首个辐射全国的
港铁车站商业平台。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是香港、成都
持续深化交流、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成
果，标志着轨道车站商业与开发即将全
面进入新发展阶段，双方将从更高站位、
更大范围推动轨道与城市深度融合发
展，助推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
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为什么选择成都？
看中城市创新活力与轨道交通

发展潜力

目前，成都已开通15线640公里轨
道交通线路，建成393座车站，站点800
米覆盖范围内的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占比
位居全国第二。

港铁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
运营企业之一，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管
理的线路超过2000公里，通过其创新的
商业模式、多元化业务、高效运营管理、

全球运营网络以及创新技术应用，在全
球范围内的车站商业成效显著。

据了解，港铁公司和成都轨道集团
于2020年携手成立行业首家轨道商业
合资公司——成都蓉港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全方位对成都轨道商业进行梳
理、整合、提升和打造，融合港铁商业运
营经验和成都轨道的本土优势，深度挖
掘轨道交通的经济潜力和附加值。先
后实施多个既有车站地下空间二次开
发，有效营造业态复合、场景富集的轨
道生活场景，已引入商业品牌41个，业
态种类同比增加80%，覆盖线路15条、
车站270余个，覆盖率超70%，初步形成
港铁在内地开展轨道车站商业开发“成
都模式”。

“成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为港铁
公司提供了广阔发展机遇。近期提出
的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点
产业建圈强链等系列政策措施，也将
为港铁公司在成都长远发展提供有力
政策保障。”港铁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
坦言，近年来，港铁公司持续扩大内地
投资规模和商业布局，成都对创新和技
术应用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先进事物的
接受能力，是港铁公司选择成都的重要

原因。
金泽培介绍，成都在轨道交通建设

运营以及开发等方面积累的经验，是港
铁公司尤为看重的资源，“成都轨道线网
不断织密，客流量与日俱增，市场潜力巨
大，我们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

将有哪些新期待？
助力成都向高能级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跃进

行业首个辐射全国的港铁车站商业
平台如何建设，又将带来哪些期待？

“关键是优势互补。”在金泽培看来，
港铁公司的优势在于全球的运营经验和
资源，而成都轨道集团的优势在于本地
市场的运营和客流转化能力。

此次双方签约，旨在持续就车站商
业开发开展高水平、全要素、深层次合
作，携手共同开拓城市轨道车站商业市
场，实现优势共享、共赢发展。

依据双方合作协议，港铁公司将在
成都投资设立港铁车站商业平台公司，
聚焦扩大优质消费供给，精准导入全球
高端业态，促进更大范围的国际高端资
源在蓉聚集转化。以成都作为起点，将

“成都模式”车站商业开发经验辐射到全

国其他地铁城市，持续拓展内地城市轨
道交通车站商业市场，推动内地城市轨
道商业市场互联互通。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工具，将
通过提供更细致、更全面的服务来帮助
城市发展。”

金泽培介绍，未来还将进一步深化
扩大双方在轨道交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
作，积极带动上下游企业来蓉布局。平
台成立以后，将以蓉港公司商业模式和
人才队伍为基础，深度参与全国其他城
市轨道商业资源经营，深度挖潜城市轨
道商业资源。随着后期更多城市加入，
将进一步推动轨道与城市深度融合、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在下一步的深化合作中，深度学习港铁
一流管理运营模式，推动车站商业价值
跃升，强化场景赋能，助力成都向高能级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跃进。“在既有空间开
发利用、便民服务场景营造、运营管理体
系构建，安全管控与商业经营有效融合、
相互促进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市民乘客
打造更加多元、更加便捷的轨道生活消
费场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聚焦城乡融合

近十年若尔盖花湖水位“长”高52厘米，面积扩大435公顷

阿坝州全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香港“牵手”成都

打造行业首个辐射全国的港铁车站商业平台

若尔盖花湖美景。图据若尔盖发布

跨越一千多公里 资阳雁江菜心直通粤港澳

工人搬运刚采摘的新鲜菜心。
资阳市雁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11月30日，雁江区老君粮蔬产业园
菜心基地，只见一排排菜心地里，田垄有
序排列，菜心青翠欲滴，层层叠叠的叶片
中隐约可见细小的花蕾，采收工人手指
翻飞间，鲜嫩菜心被整齐割下，小心翼翼
摆放在筐中。经过装袋、打包，再通过冷
链物流，30多小时后，这些新鲜菜心将出
现在粤港澳地区市民的餐桌上……

“近期我们的迟菜心和增城菜心上
市了，每天可以发一车货，一车菜心重量
在1.6万斤-1.7万斤之间。”兰源农场总
经理吴会林介绍，农场在园区承包了
1100多亩土地，每年可以收割2至3茬，
高峰期基地需要130多人同时工作，年产
值1300多万元。

小小菜心如何变成园区蔬菜“尖子
生”？跨越一千多公里畅销粤港澳的背后

有什么秘诀？吴会林给出答案：老君镇地
势平坦，水源充足，半沙半泥的土质非常适
合菜心种植，而且菜心种在这里病虫害
也少。

先天条件好，也需要科学种植，与菜
心一同来到雁江的，还有严格的种植技
术标准和质量管控标准。基地采用喷灌
系统，极大节省了人工管理成本。吴会林
介绍，精耕细作种出来的雁江菜心口感
清甜、肥嫩新鲜，但自田间收割开始，菜
心稍一遇高温，就会变软、沤烂，影响品
质。为保证菜心的新鲜口感，基地开发
了“产地冷库+冷链运输”的模式，实现从
田间地头到粤港澳地区的无缝衔接。

在菜心基地的带动下，近两年，雁江
区老君粮蔬产业园已成为集规模化绿色
蔬菜生产、加工、储运、配送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园区，也为当地群众开辟了增收
致富新渠道。

据了解，雁江区老君粮蔬产业园面
积约4万亩，以龙安村、永安村、下坪村为
核心，辐射带动协和村、泉溪村、沿江村，
可发展粮食蔬菜面积2万亩以上。目前，
园区以菜心、玉米种植为主，以“企业+村
集体+农户”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预计2024年园区产值将突破1亿元。

这也是雁江蔬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
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将蔬菜产业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
手，加快推进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让群众的菜篮子装
上更多雁江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