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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文解字》中，“甜”被拆解为
舌头感受到的甘美，指像糖、蜜的味
道，进而延伸为舒适、愉快的感觉，以
及“美好”。

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在内江这座
“甜城”找到生动的注脚—— 在内江经
开区，它是流水线上精心酿制的果汁与
饮品的甘美；在甜城湖边，它是年轻人
随山歌起舞时飞扬的裙角；在火花村，
它是乡村旧貌换新颜后村民朋友圈分
享的美图……

4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首席记者团深入内江，用镜头与笔触捕
捉这座城市的“甜美”实践。

产业之甜
谱写“甜蜜经济”产业升级新篇章

内江的“甜”，早在隋唐时期便开始
酝酿。从清初到20世纪50年代，鼎盛
时期，内江糖产量占全川的70%、全国
的48.46%。

1979年，“甜城”一词首次载入《辞
海》，“甜城内江”正式得到认定。2023
年6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正式授予内
江“中国甜食之都”称号。

立足深厚的产业积淀，内江市委八
届五次全会创新提出“甜味+”发展战
略。这一产业体系不仅涵盖传统食品加
工制造，更延伸至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
配套领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生态。

作为“甜味+”产业的主战场，内江
经开区总是一副忙碌的景象。这里汇聚
了泰国天丝红牛、北京汇源果汁、上海紫
江、华润雪花、香港昇兴易拉罐、恒合包
装等企业入驻，基本形成了“种植—生
产—包装—物流”全产业链条。

此外，黄老五、赵老师、金四方、旺旺
食品等30余个区域知名品牌，遍布内江
各县（市、区）。

据内江市相关部门统计，该市现有
规模以上“甜味+”工业企业 120 户，
2024年实现产值192.84亿元，占全市规
模工业总产值的 14.75%，同比增长
18.78%。

面向未来，内江正着力打造“双百
亿、双五十亿”产业集群发展格局。通过
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产业链整合、培育特
色品牌，力争将“甜味+”产业年均增速
稳定在10%以上。

这座千年甜城，正在传统与创新的
交响中，谱写从“甜蜜记忆”到“甜蜜经
济”的产业升级新篇章。

城市之甜
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温暖底色
对内江而言，“甜城”二字既是镌刻

千年的文化胎记，更是浸润城市肌理的

精神密码，如今正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温
暖底色。

在城市更新的实践中，内江市坚持
“甜城”文化底色，打造出了入选住建部
无物业服务小区实行基础物业服务典型
案例的“西二巷小区”。

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二巷小
区，如今焕发新颜：闲置空地变成口袋公
园、停车场，实现文化气和烟火气并存。
在内江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党委
书记姜维斌看来，西二巷小区建设的诀
窍便是推行楼栋自治，成立“网联委”“自
管委”“自改委”等新兴自治组织，每25
户设立一个联户员，将“甜”与“不甜”的
评判权交给居民。

新华路西二巷老旧小区的蜕变只是
内江市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甜蜜的涟
漪还从城市蔓延至乡野。

距城区15公里的火花村，村民们在
自家庭院种植紫皮大蒜，既美化环境又
户均增收千元；该村还通过“生态肾脏”
等创新设计，实现人居环境与经济效益
双提升。

截至目前，内江市已在37个镇（街
道）、526个村（社区）全域推进农村面貌
改善行动，累计46.6万户、139.8万名群
众受益。

民生之甜
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城乡环境在不断改善，民生服务也
丝毫没落下。

2024年，内江市深入推进“30件甜
蜜内江民生实事”。2025年，内江将民
生服务重点向养老领域纵深推进。内江
高新区胜利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46张床位入住率达到100%。

今年94岁的肖春玉老人已经习惯
了这里的生活，4月14日上午9点刚过，
她便拉上姐妹们来到音乐室，亮开嗓门
唱起了她们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不远处
的走廊里，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讨
论着墙上的彩笔画，那是老人们自己上
色的作品。

这些生动的“银发乐园”图景，正是
内江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缩影。截至目
前，内江市已建成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养老服务驿站、老年助餐点、老年教
育教学点170个，县级失能照护中心5
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7个、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驿站144个，构建起覆盖城
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内江的民生服务创新不止于硬件提
升，更注重精神滋养。通过“天天有活
动、周周有服务、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
文娱活动，让老年人的生活焕发新活力。

2025年，这座城市的幸福半径在
不断拓展，从兜底保障到教育医疗，从
文体生活到就业创业，着力打造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甜蜜民生”服务体系，
让更多内江人都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的
甜蜜果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
滨 黄晓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石芊 冷宇）
4月15日上午，“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
宣传教育活动凉山行集结式，在凉山州
会理市皎平渡纪念碑广场举行。由媒体
记者、专家学者、青少年学生、文艺工作
者和志愿者代表组成的5支队伍，将以
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交流方式，从金沙
江畔出发，在重温峥嵘岁月和追寻先辈
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集结式上，四川省委宣传部有关负
责人向5支队伍代表授旗，凉山州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五彩大凉山·万千
气象新”主题采访活动情况，凉山州旅游
推荐官发布凉山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
学路线，会理市委党校教师讲授“铭记光
辉历史”红色故事。 “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凉山行集结式现场。罗石芊 摄

为期5天的活动中，5支队伍将深入红
军长征经过的西昌、会理、昭觉、冕宁等县
市，开展“五彩大凉山·万千气象新”主题采
访、“弘扬长征精神”文艺采风、“传承红色
基因”思政课展演、“不忘初心使命”重走长
征路活动，参观红军长征纪念地、聆听先辈
革命历程，聚焦红军长征在凉山的重要会
议、感人故事等，深入挖掘长征中蕴含的理
想信念、家国情怀、革命精神及时代价值。

此外，5支队伍还将深入采访凉山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开展情况，探秘大国重器、探访“文
旅+”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融合发展等，生
动展现凉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的探索实践，更好凝聚当地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语杨）近日，
四川报业博物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
题展”入围2024年第二十二届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该
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
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办，有来自全国的
161个申报项目入围。

2024年2月，四川报业博物馆正式
开馆。报博馆坐落于成都历史悠久的
锦江文化街区，由一座老建筑“焕新”而
来。馆内分为四川报业发展主题展、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主题展两大展厅和《烟
火巴蜀》主题影像展区，展示了四川报
业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影像资料、采

在报博馆中开展的研学游活动。
图据四川报业博物馆

编用具、印刷设施设备等360多件，向
公众展示四川报业从“铅与火”到“光与
电”，从“数与网”到“智与云”的发展变
迁历史画卷。

这次入选的“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
题展”，以川报集团发展历程为主线，
重点突出展示集团服务大局、围绕中
心开展的重点报道产品，展示四川历史
的荣光和奋进发展历程。1952年9月
1日，由川西日报、川东日报、川南日
报、川北日报合而为一的《四川日报》创
刊；1952年10月1日，《四川农民》（四
川日报农村版）创刊；1995 年 1 月 1
日，中国第一张都市报——《华西都市

报》创刊，一纸风行，开创中国报业的
“都市报时代”。

作为传媒领域的专业博物馆，四川
报业博物馆已成为四川文化教育传习
的主阵地。据了解，去年以来，四川省
内20多所高校在这里开展了40多场研
学交流主题活动，为传媒学子们搭建起
了近距离感受新闻力量、激发新闻理想
的全新平台。为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
职能、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四川报业博
物馆也在对外招募社会志愿者。目前
已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朱至刚
教授、王绿萍教授等专家，在报博馆开
展学术讲座。

四川报业博物馆主题展入围全国“十大精品”展陈推介活动

何以内江？看千年“甜”字在“蔗”里的当代诠释

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凉山变迁

“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凉山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