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西县现代农业（苹果）产业园全貌

4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李占庄 美编 刘盼 专题报道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自流井区荣边镇，以秀丽山水和甜美葡萄
等远近闻名，当前，该镇正在创建文旅小镇，大
力推进农旅产业的培育，促进集体经济的转型。

而荣边镇的国家 4A级风景区——尖山风
景区，是一个集生态度假、滨水运动、避暑养
生、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生态田园型旅游景区，
被誉为自贡“城市之肺”和“城市后花园”。

近年来，自流井区以尖山风景区为核心区
域，依托南部片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越的区
位条件、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较好的产业基础，
致力于自然资源的全面保护，人居环境的全面
提升，产业项目的全面植入，公共服务的全面
配套，乡村经济社会面貌得到全面提升，为高
质量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和优
质环境。

2020年，荣边镇的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了145万元，成功创建“自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先进镇”。值得一提的是，仅尖山风景区和各处
民宿以及餐饮点，就接待游客 60万余人次，旅
游产值 5000余万元。“农业+文化+旅游”发展
模式的成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荣边镇发展的喜人成果，是自流井区提出
高质量筑牢生态农旅涵养圈的生动实践之一。
自流井区将以“城市后花园”良好生态和自然
资源为本底，围绕“美一片景、兴一带业、富一
方人”目标，推动绿色生态与产业业态结合、品
质生活与田园乡村融合，打造兼具生态功能、
经济价值和旅游效应的绿色空间。

未来五年，自流井区将发展以都市消费为

导向的现代农业，加快西南智慧生态农业博览
园、G247沿线农业产业园建设，打造“农业嘉年
华”“农业奥特莱斯”新模式。举红色旗、打文化
牌、走生态路，全力推动尖山景区、花满盐都、
艺术小镇等建成项目提档升级，党性教育基
地、国际养老社区新建工程等开工项目提速见
效，南宋灯街、养心谷康养中心、飞龙峡森林综
合体等策划项目签约落地，争创尖山 5A 级景
区，构建以德铭故里、彩灯小镇、尖山桃花、森
林公园等品牌为支撑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培
育家庭游、亲子游、研学游、文化游消费新热
点。加快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打造一
批观光旅游、康养休闲目的地，与川南渝西等
毗邻地区实现客源互送、市场互赢。

此外，在“老城”复兴，“新村”变美的同时，

自流进区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跨
越，提出高水平建设锦绣公园名城。即立足全
域生态空间统筹，构建“以水观城”“以山揽城”

“以廊赏城”的城市山水景观环境，完善全域全
生命周期公园体系，坚持城市空间公园化、公
园功能复合化，展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
自然经济人文和谐相融的现代化城市形态。

新起点，新征程。自流井区正逐步实现产
业引领提振发展能级，有机更新重塑名城魅
力，生态打底加速农旅融合，实现全域协同发
展，打造精致美丽的城乡标杆。最终实现经济
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奋力谱写自流井新篇章。

（尚永高 李洋 陈家明）

开辟“新路径” 勇当“排头兵”

在自贡人的记忆里，出门购物大多选择东
方广场。这座广场，串联起南湖、大安与主城区
的交通往来，构成了一条长达几公里的“黄金
大道”，几乎集中了全自贡的商业消费，是商业
发展的主轴。

用“半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来形容东方
广场的商家并不为过。然而，2019年以后，当灯
会正式搬迁至彩灯大世界，当华商国际城、百盛
等商业体陆续加入，当大量的年轻人搬离老城
区，择址南湖新城、沿滩新城……激烈的市场竞
争，变动的城建格局，流失的人气，不仅撼动了
东方广场“自贡商业一哥”的地位，也让整个自
流井老城区的商贸迎来了“寒冬”。

然而，今年“十一”黄金周，东方广场人气
爆棚，销售再创佳绩。“特步”品牌的店长李秀
丽告诉记者，“特步”在自贡主城区只有两家大
店，全部落户东方广场，从没想过要搬离。她在
这里工作了十年，见证了广场的人气从衰退到

回升的变化。“十一”过后，店里的常客不断，新
客也逐渐多了起来。

东方广场中餐店老板彭先生说，“十一”期
间，每天都有 70多桌包席，销售额与 2019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 15%。经营男装品牌的曹女士感
慨，广场的人气回升了，现在她的店销售业绩
在全川都是名列前茅。

“不会就此落寞，而是提档升级与时俱
进！”东方广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连丽指
着步行街上空的2000多把油纸伞真诚地说，广
场进行了新一轮提升改造，借本土文化再次

“出圈”。为打造良好的购物环境，三个广场、三
条步行街将增加更多功能，并不断完善配套设
施，增至2000余个的停车位留住了更多的游客
和市民。

连丽说，最为提振商家业主信心的是自流
井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筑三圈建双
城，高质量筑牢主城核心圈，地处自流井老城

核心商圈的东方广场，正在和政府沟通融入
更多自贡文化元素到商圈中，形成独特的文
化氛围，吸引更多的川渝和川南游客进一步
打开市场。

视线再聚焦自贡市自流井老街，老城区流
走的本地人气，在这里用四方游客的热情来
回笼。

曾经，这里只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棚户区，
住的都是底层的盐工。如今，已是“自流井遗
址”所在地，把文化、旅游、人文、生态、商业五
态合一，重现了传统川南建筑的神韵，体现了
浓郁的自贡地方特色，让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
交相辉映，并成功获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不
失为近年来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的示范性实
践。“老街、新街、天街，三条开放式街区重现数
百年前的井盐市集繁华景象。”自流井老街综
合部经理李婷说，在当前川渝积极打造的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中，自流井老街让井盐文化和智

慧商圈完美融合，把自贡的盐、龙、灯、美食文
化推向全球，真正打造川渝最具特色的文旅目
的地。

春节期间，自流井老街一期就要开街营业
啦，届时自贡“小三绝”非遗文化与国粹和民
俗交相辉映，游客们能在老街浮桥与“歪脑壳
船”上欣赏独特的川南民居院落街区与浮桥
相融的场景，这是对千年井盐文化的纪念和
延续。

东方广场与自流井老街的新气象、新发
展，是自流井区高质量筑牢主城功能核心圈建
设的具体体现。今后五年，自流井区将以重塑
老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贸中心优势为导
向，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保障能力、盐都文化展
示能力、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夯实主城功能匹
配度和中心城区首位度，推动文商旅深度融
合，力争五年建成老城复兴“主轴线”、自贡文
化“会客厅”。

走进西南（自贡）国际陆港（简称“陆港”），
在中通快递集团所建设的川南电商科技产业
园（简称“川南分拨中心”），崭新的综合办公
楼已经落成，2栋 4层的快递分拣车间内，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无人分拣设备已经配备
完毕。

自贡中竞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期工程已经建设完成，目前正在试运行投产
中。凭借在园区建设、智能化设备的使用等方
面优势，项目目前正申报国家级现代服务业重
点项目，将有助于改变自贡及周边区域快递物
流业效率低下的现状，推动快递物流业现代化
发展进程。

“入驻自流井区，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前
景。”该负责人表示，自贡作为四川南向出海的
重要通道，是滇东北、黔西北城市融入成渝经
济区的重要节点，随着西南（自贡）国际陆港的
建设，将成为川滇黔渝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些
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为企业投资自贡发展创
造了更多机会和更大价值空间。

截至10月底，川南分拨中心的自贡转运中
心日均业务量已突破80万，年底预计业务量将
突破 150 万，员工人数达 800 余人。该负责人

说，投产后川南部分地市及周边云南、贵州部
分区域快递，快运业务收发将更加高效。

另一边，记者在中农联·川南农产品智慧
云仓城看到，川南农产品电商物流园二期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拼多多川南区域配送交易中
心”即将落户于此。

“不仅是两大集团的强强联合，更是自贡
中农联真正响应并主动践行自贡政府关注民
生发展大计的重要举措。”中农联项目负责人
表示，该交易中心作为成渝地区区域性的应急
粮油、蔬菜、肉类、冷冻食品等生鲜食品保障供
应中心，可辐射成渝地区自贡、乐山、内江、成
都、重庆、宜宾、泸州等地，以及滇黔地区毕节、
昭通等城市，更能有效地健全完善区域应急保
障体系，增强粮油应急保障能力。

该交易中心全面建成投产运营后，入驻商
家预计超 300家，预计年交易量达 100亿。中农
联短期内将借助“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
势，携手拼多多助推自贡产业升级，带动园区
现有水产、干调、粮油、冻品等商家交易量几何
倍数增长，同时将极大带动自贡、泸州、宜宾、
内江及成都等 40个区、县、市的农产品流通交
易市场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农联
与拼多多的战略合作更将打开国内农产品流
通市场格局，孵化全新的农产品交易模式，引
领农业产业发展迈入新的快速轨道，也将大力
推动老城复兴、陆港新城建设和南部乡村振
兴，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西南（自贡）国际陆港管委会，一张宏伟
的自贡物流建设蓝图徐徐打开。

陆港先后与广西钦州港、防城港、广州港、
成都青白江国际铁路港、重庆果园港、珞璜港等
国内物流园区建立广泛合作关系，成功引进北
港集团、成铁集团、中农联、中农现代、中通快递
等知名企业，成功获评2021年四川省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截至目前，有工业企业69户，商贸企
业 286 户，个体商户 1100 余户，提供就业岗位
9000余个，工业企业实现产值约110亿元，商贸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200亿元。

目前，陆港管委会正抓实抓细港区重大项
目建设，确保保税物流中心（B型）、中石化舒坪
油库迁建项目、智慧石材产业园、双胞胎绿色饲
料、连接线加油加气西站等项目建成投用；推动
自贡川南现代粮食物流中心、川南陆港成品油
库、园区道路管网等项目加快建设。

陆港的建设，正是自流井区高质量筑牢南
向开放共赢圈的重要内容。未来五年，自流井
区将以打造物畅其流、产城一体的千亿国际陆
港为支撑，畅通南向通道、紧密南向联结、服务
南向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
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建成全省南
向开放合作桥头堡。

对于自贡而言，自流井区发展现代物流产
业是助力自贡在“南翼跨越”中崛起新的经济
增长极。对外开放合作而言，自流井高标准建
设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力打造“聚集川
南、服务成渝、辐射西南、面向东盟、链通全球”
的中国西南“冷谷”，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主动加强与成渝、北部湾节点城市合
作、经贸“共赢”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自流井区也提出高水平建设国际陆
港新城，正在按照“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
一体”发展思路，以新一代港口绿色、智能、联
营化发展为核心模式，推动港产城、科创研、集
疏运、人文景“四个融合”，促进产业单元与居
住功能合理布局、空间形态与品质生态自然共
生，建成现代生活、现代产业、现代都市为一体
的国际陆港新城。

自流井区，是千年盐都自贡的中心城
区，是自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自流
井区，你能看到浓缩、提纯，新时代下精华
版的自贡缩影。

扛起首位担当，书写时代华章。2021
年，“十四五”开局之年，自流井区第十二
次党代会提出，筑三圈建双城，勇当再造
产业自贡排头兵共同富裕先行者，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自流井而努力奋斗。

区政府紧扣区委中心工作大局，践行
新发展理念，加压奋进、砥砺前行，在大战
大考中迎来自流井更加美好的明天。

何为筑三圈建双城？“三圈”即高质量
筑牢主城功能核心圈、高质量筑牢南向开
放共赢圈、高质量筑牢生态农旅涵养圈，

“双城”即高水平建设锦绣公园名城、高水
平建设国际陆港新城。

目标已定、势必达成。面对《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部署和“西部
陆海新通道”双重机遇，自流井区做大总
量、提升质量，着眼“再造产业自贡”“助推
南翼跨越”靶向发力，坚持繁荣在老城、倍
增在陆港、安逸在乡村，开辟了三条重要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聚焦新产业、培育
新业态、构建新模式，把文旅做活，厚重自
贡的文化之魂；把物流做强，崛起自贡的
产业新极；把乡村做美，留住自贡的生态
底色。

自贡自流井区：

寻回“盐都”文化之魂 重塑“乐购在老城”的商贸中心

崛起“南翼”产业之极 构筑“互联在陆港”的共赢门户

留住“农旅”生态底色 打造“悦游在乡村”的休闲胜地

名城新姿

鸟瞰陆港

多彩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