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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促进川菜发展条例》5月1日起施行

传承川菜技艺 促进“川味”产业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

“今天，我们在四川旅游学院烹
饪与食品实验管理中心，在川
菜技艺传承和创新孵化的灶台
案板前，举行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法规专场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促进川菜发展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专场新闻
发布会。”4月29日上午，一场别
开生面、在“厨房”里举行的发
布会开启。省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全晓锋主持会议。

鲜香麻辣、琳琅满目、老少
皆宜……提起这些词语，你会

想起什么？川菜，作为中国传
统四大菜系之一，凭借“一菜一
格，百菜百味”特色，在中国人
的餐桌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
席。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一流
传、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菜系
及其文化？四川给出的答案是
给予最强的法治保障。

为川菜立法，其背景如
何？在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
会经济委副主任委员陈贵林介
绍，四川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文
件，推动川菜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但政策措施存在阶段性、零

散性特点，川菜发展也面临龙
头企业培育不足、人才培养体
系不完善等关键问题，确有必
要通过地方立法强化川菜发展
法治保障。《条例》的出台，对推
动川菜高质量发展，对传承川
菜技艺、弘扬川菜文化、拉动相
关产业发展、助推消费扩大升
级、促进就业创业、推进乡村振
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不设章节，共29
条。主要内容为着力促进川菜
产业发展、注重推动区域协作
和川菜国际化、加强川菜文化

传承和弘扬、优化人才培育和
创新发展等。

“川菜的差异化优势在于
大众餐饮与精致餐饮并进，烟
火气和国际范并存，可以满足
不同口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
多元需求。未来，不仅要推动
川菜‘走出去’，还要把境外川
菜从业人员‘请进来’，加速推
动川菜‘出海’。”商务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尹奇志表示，此外，
《条例》施行以后，还将从推动
川菜产业融合发展、培优做强
市场主体、拓展川菜市场空间、

加强宣传解读几个方面抓好
《条例》的贯彻落实。

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二个
省级层面为地方菜系立法的专
门条例，也是全国首个涉及川
菜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将
于5月1日起施行。

川菜产业如今已达到相当
规模，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川
菜相关企业存量超过6.8万家，
全国川菜（仅中式正餐）门店数
已超过15万家，占全国中式正
餐赛道总门店数的11.4%，稳居
各菜系之首。

春日暖阳下的成都，“跟着
赛事去旅行”无疑是最流行的体
育词汇。

无论是“一票难求”的成都
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球市
火爆的中超成都蓉城主场比赛，
还是即将于8月举办的2025年成
都世界运动会，近年来，成都以
赛事为引擎，推动文体旅商融合
发展，打造了更多贴近生活的消
费场景，让赛事热度真正转化为
消费热度和城市活力。

“观赛一日，留川多天”

3月底，2025成都世遗马拉
松在成都都江堰市火热开跑，
35000名跑者齐聚这座“三遗之
城”，享受奔跑的乐趣。“比赛时
我穿过了都江堰景区，看到了
大片油菜花，吃到了腊肉、猪蹄
等‘硬核’补给，体验很好!”参赛
的潘先生说，“接下来想在成都
周边玩几天。”

马拉松赛事为都江堰注入
的经济动力显而易见。此次比
赛期间，大量参赛选手和游客
涌入当地，带动衣、食、住、行、
游、购、娱等领域消费。据统
计，此次赛事带来的旅游综合
收入约4.6亿元，与2024年相比
增长15%。

在去年底进行的2024年成
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赛
事期间，举办地附近的成都玉
林东路每日人头攒动。记者见
到11岁小姑娘郜艺泽时，她已
在“红双喜”店铺门口排队近3
小时，想购买印有偶像孙颖莎
头像的乒乓球。郜艺泽的母亲
宋梓琪表示，他们一家三口特

意从新疆赶来，观赛结束后全
家计划在成都待上几天，感受
成都的烟火气。“我们此行单是
机票加住宿就近万元，但觉得
很值得，不虚此行。”宋梓琪说。

今年成都市实施“运动过
节·观赛度假”体育消费促进行
动，吸引市民游客以运动健身、
观看赛事的方式度过节假日，
让成都乃至四川成为“运动过
节的好去处、观赛度假的首选
地”，使“观赛一日，留川多天”
成为新趋势。

赛事带动多元消费增长

去年五一节期间，成都举
办了2024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
赛。比赛期间，成都共发放三
轮“汤尤”专项消费券，推出40
余场促销活动；成都SKP、铁像
寺水街同期营业额同比增长
22.5%、16.0%。据统计，汤尤
杯赛时入场观众累计7.5万余人
次，其中外地观众占比48.8%。

“当前，体育赛事的‘乘数
效应’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之一。”四川省体育局

副局长程静表示。她以去年12
月举行的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
体世界杯为例，赛事期间共售
出门票10.17万张，实现门票净
收入4500万元；全市多家酒店
生意火爆，入住率增长22.1%，
营业额增长约16.8%；春熙路太
古里、大熊猫基地、东郊记忆等
重点旅游打卡地接待游客370
余万人次。

赛事经济要持续发展，关
键在于丰富的消费场景。据了
解，今年3月，“乐享精彩赛事·
寻味中华美食”暨第五届“巴山
蜀水·运动川渝”体育旅游休闲
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为期三
个月，将集中呈现四川体育旅
游休闲消费新方式，推动“赛
事+美食”“体育+文旅”等多元
业态融合发展，打造一系列展
现四川体育特色、美食文化的
体育商务旅游休闲消费活动，
并发布多项惠民措施。

“我们将通过不断探索体
育与美食、旅游、文化等领域的
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多
创新体验与价值。”成都市体育

局局长王毅说。

办好比赛仍是“立身之本”

程静认为，在促进赛事流
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的过程中，
首先要保障赛事的专业高效，
才能有后续的“留量”。

“这是所有体育赛事的立
身之本。”程静介绍，目前成都
乃至四川正在创新探索一条

“区县主体、市级统筹、市场运
营”的赛事举办经验，进一步提
升国际化、专业化办赛水平。

成都城投万馆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韩立锋介
绍，中超球队成都蓉城的主场

“凤凰山”之所以拥有火爆的球
市，除了得益于成都悠久的足
球历史文化，场馆在服务和营
销上的创新也是关键因素。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
绕赛事参与各方做好服务，向
他们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服
务。”韩立锋说。

据了解，目前四川正加快
实施体育赛事促消费战略，以
体育赛事“流量”变消费“能
量”和经济“增量”为主题，充
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
术，创新体育赛事消费模式，
拓展消费领域，加强体育赛事
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
融合发展。

“我们还将进一步打造体
育消费新场景，激发体育消费
新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的体育消费需求，释放体
育赛事消费潜力，让消费热起
来，市场兴起来。”四川省体育
局局长罗冬灵说。 据新华社

3月30日，2025成都世遗马拉松在都江堰市凤凰体育场鸣枪
起跑。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中超球队成都蓉城的主场“凤凰山”球市火爆。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成都赛事经济观察之二
国内首个
“宜宾市岷江大桥

加固改造工程”斩获桥
梁界“诺贝尔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
菲）4月28日，记者从蜀道集团
获悉，2025年国际桥梁大会奖
项评审结果于近日揭晓，由四
川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设计的“宜宾市岷
江大桥加固改造工程”荣获阿
巴·利希滕斯坦奖，这是国内
工程首次斩获这一奖项。

国际桥梁大会是由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工程师协
会主办的国际桥梁学术会议，
在世界桥梁界享有极高声誉
与影响力。大会奖项于1988
年起开始设立，每年评选一
次，共设有7项大奖，每项每次
仅授予一个工程项目。因此，
这些奖项也被誉为桥梁界的

“诺贝尔奖”。
其中，阿巴·利希滕斯坦

奖于2012年设立，专门表彰
在历史悠久桥梁的修复重建
中，展现卓越美学价值与创新
理念的杰出工程。此次宜宾
市岷江大桥获奖，标志着中国
桥梁工程在国际舞台上获得
更高认可。

始建于1973年的宜宾市
岷江大桥，是宜宾首座公路桥
梁，也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
混凝土拱桥的典型代表，承载
着宜宾人的集体记忆。然而，
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量剧增，
大桥长期超负荷服役。面对
桥梁构件承载力不足、拆除重
建工序复杂、施工场地受限且
风险高等难题，四川省公路勘
察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发出一系列关键加固技术：
采用轻型钢混组合桥面板，既
减轻桥面恒载，又拓宽桥面；
保留并加固主拱圈，使其成为
施工纵向通道，同时提升承载
能力；创新采用拆除与重建交
叉施工流程，科学调整拱上结
构重量，确保施工及运营阶段
拱圈安全。

2023年9月12日，完成加
固改造的岷江大桥全面恢复
双向通行，通行能力提升
50%，承载能力完全符合现行
行业规范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