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1日，成都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
会在都江堰市举行，“夜游锦江”项目晒
出的成绩单十分亮眼。

2024年，“夜游锦江”共接待游客506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文化和旅游部、
交通运输部官网最新公布信息中，“夜游
锦江”先后入选“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案例”“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
线典型案例”两项国家级示范案例。

近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正式启
动“新技术·新动能·新未来”——致敬
2024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采访活
动，通过深度解码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因，寻访领航时代的标杆力量。4月9
日，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雷敏为记者分享了这条成都
人的“母亲河”，如何在水生态治理的基
础上，不断升级上新消费场景，成为文旅
新地标的同时，点亮沿线夜经济。

文化场景串联
锦江游船讲述成都故事

暮色刚为成都披上纱衣，东门码头
便像被施了魔法般苏醒。

古风市集的灯笼次第亮起，竹编艺
人指尖翻飞，非遗糖画在糖浆滴落间凝
成栩栩如生的花鸟，江畔盖碗茶铺里，铜
壶冲茶的“哗”声与龙门阵的欢声笑语交
织，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古今界限。

在东门码头，经营自得茶馆的李珍，
从春节忙到现在。“晚上的高峰期一般从
七点半开始。现在的外地游客都喜欢来
锦江边吹吹江风，然后坐下来尝茶点、喝
春茶。”李珍说：“从春节到现在，外国游
客也明显增多了。”

“文旅创新更体现在服务细节中。”

据了解，今年春节，夜游锦江首次开通
Alipay+境外钱包支付服务，与Trip.com
携程国际版实现全线产品对接，覆盖39
个国家和地区的24种语言、29种货币。
外国游客不仅能通过专属页面获取多语
种游览指南，还可直接使用本币预订船
票及周边服务。

数据印证着“夜游锦江”的热度升级，
今年春节期间，“夜游锦江”共吸引游客
46.63万人次，同比增长20.12%；其中接待
境外游客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6%。自
2025年初至3月中旬，夜游锦江共吸引游
客90万人次，产生消费18万人次。

花样不断上新
多种方式打卡“夜游锦江”

沿着江滩码头的灯牌坊顺阶而下，
登上古色古香的夜游锦江游船，从桐锦
南桥驶出，穿五岔子大桥、过世纪城路大

桥、经绕城府河大桥、达锦尚大桥，最后
至交子人行桥，每座桥梁在锦江上次第
排开，宛如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联起
蓉城的时尚风貌。

今年1月，“夜游锦江”城南段正式启
航。自此，“夜游锦江”已开通10条、20公里
水上游线，北起活水公园，南至江滩公园，为
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日夜消费场景。

日间“鹭栖船茶”将百年川茶文化搬上
甲板，茶客品着清香感受历史韵律；暮色降
临后，“鹭栖船宴”升腾起麻辣鲜香，烫一
份毛肚，遥望沿线光影交织的桥梁建筑。

作为国内首个搭载苹果头戴式“空间
计算”显示设备的游船项目，“花重锦官
城”“商都聚千年”“古蜀见今朝”“熊猫花
灯”等四大序章场景，将安顺廊桥、339熊猫
塔等现代地标与唐宋商贸文明无缝融合。

游船划破江面，两岸的灯火与星光
交相辉映，从“夜赏”到“夜享”，从“打卡”

到“沉浸”，成都的夜间消费活力，正如这
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水至清则来客
“母亲河”变身文旅新“IP”

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有府河、南
河两条干流，全长150公里，流域面积占
成都市14%，承载了约46%的人口。源
远流长的濯锦之江是成都平原的生命水
脉，也让城市因水而兴。

从上游都江堰到下游黄龙溪，总长
度约200公里的锦江绿道串起了成都10
余个区县，串起了沿线23个公园和12个
景区。

近年来，随着锦江水质的持续改善，
让两岸清波成景，锦江旅游已成为成都
城市文旅的又一个响亮“IP”，锦江两岸
的公园和绿道也成为活力十足的城市会
客厅。2025年春节假期，锦江岸边的红
梅花盛开，也让锦江公园、锦江绿道迎来
了一波游客小高峰。

“成都市区首个室外娱雪公园亮相、三
色路新春滑板比赛开赛、首个联合创新咖
啡品牌推出。”雷敏介绍，锦江公园、锦江绿
道已成为市民和游客出行的必打卡地。

在经营方面，锦江沿线还创新商业
模式，围绕滨水空间综合建设，创新推出
产业生态链“合伙人”模式。不断优化升
级“夜游锦江”品牌矩阵，并以码头为节
点联动周边“城区、街区、景区、商区”，培
育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带，全方位、多角度
构建“夜市、夜食、夜展、夜秀、夜节、夜
宿”等多元消费市场。

蓉城夜经济在这里被玩出新花样、
新热度，助推成都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夜游锦江城南段船只行驶到交子公园，与双子塔交相呼应。
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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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锦江”点亮夜经济
助推成都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内江公交集团董事长蒋光宁：

锐意改革打造中国民营公交企业典范
走进内江公交智能调度中心，大屏

幕上显示着公交车运行情况，工作人员
正根据当前客流量、交通拥堵状况及时
调度车辆。

“以前人工调度，遇到突发情况往往
不能及时应对，现在实时视频一目了然，
工作人员可以快速反应迅速调整。”内江
公交集团（以下简称内江公交）党委书
记、董事长蒋光宁说。

近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启动了
“新技术·新动能·新未来”——致敬2024
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采访活动。蒋
光宁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讲述了一个亏损严重的改制企业如何
逆袭重生，发展成今日资产总额达5.4亿
元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

堵住漏洞顶住压力推行改革

智能调度中心旁是内江公交陈列
馆，展陈了内江公交60余年来的发展变
迁。新旧交错之间，一个民营企业改革
和创新的故事徐徐展开。

2002年，而立之年的蒋光宁进入内
江公交，在内江公交一公司当副经理，负
责东兴区城区公交车管理。那时，走过
了40多年国营历程的内江公交改制为民
营企业仅两年，亏损严重、服务不优、安
全事故频发、群众投诉举报多。一系列
的问题摆在蒋光宁面前，让他意识到“不
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蒋光宁上任就意识到了“吃票款”的不
良风气。当时，售票员、驾驶员“吃票款”现
象严重，甚至有稽查人员也同流合污。

为了堵住这一漏洞，蒋光宁提出了
重处罚、强监管、抓示范的改革措施。“一
旦发现员工‘吃票款’，哪怕是5毛钱，都
直接解聘。”蒋光宁说。

面对个别管理人员的反对和员工的
不满情绪，蒋光宁力排众议，顶住压力，
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公交一公司产
值逐渐上升，通过按劳分配，员工工资上
调，改革举措受到大家拥护。此后，这股

整顿之风也扩大到整个公交公司，仅三
年时间，内江公交内部风气大为改观。

减少亏损主业做优副业做强

改作风、优服务，从2006年到2008
年，蒋光宁带领内江公交用3年时间啃下

“票改”硬骨头，年均止损300万元。尽管
如此，作为公益性企业，内江公交依然面
临着亏损严重的问题。

对此，蒋光宁坚持“主业做优、副业做
强、以副补主”的经营思路，拓展多种经营
业务，不断自我造血，减少企业亏损。

2008年，内江公交开始实行无人售
票；2016年，甜城一卡通实现全国互联互
通；2017年，在四川省内率先推出微信扫
码乘车。

同时，内江公交深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全面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不断完
善充电设施建设。

4月7日，内江公交建成目前内江市
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可同时容纳
149辆车集中快充。内江公交现已建成
充电站4座，充电枪285把，为推动甜城绿
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作出公交
企业的努力和贡献。

在经营城市公交客运主业之外，内
江公交积极涉足公交广告、道路运输、驾
驶员培训、新能源经营等交通运输相关
产业链。同时，进一步拓展旅游、物业、
餐饮、养殖、超市等多个产业。

通过多元化发展，内江公交实现产
业间互动、互联、互补，迈上可持续健康
发展之路。蒋光宁介绍，下一步，内江公
交还将继续学习行业经验，建设超充站，
探索数字公交，与快递行业合作，寻求更
多发展空间。

热心公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今年2月20日，面对失控后溜的出
租车，内江公交102路车长龙彦杰当机
立断，驾驶空车“抵”了上去，成功截停
出租车，避免了更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为龙彦杰颁发了正能量
特别奖。

“像龙彦杰这样的优秀员工还有很多，
我们平均每年有好人好事2200多件。”提
起员工的先进事迹，蒋光宁自豪地说。

公司常态化评选“公交好人”，每月
常态化开展安全服务培训，引导员工向
上向善，营造敢学比超氛围，形成了“争
当好人、争做善事”的良好氛围。去年有
226名公交车长被评选为优秀车长，他们
做到了“三无”，无有责安全事故、无有责
服务投诉、无安全违纪，占比34%。

展望未来，蒋光宁说，他将带领内江
公交全体员工，始终坚持“人民公交为人
民”的理念，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中国民营公交企业典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蒋光宁 内江公交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