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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州 ：从 罨 画 池 到 大 数 据 基 地
■图文/崇州市人民政府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第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在昆明举办
本报讯 6 月 6 日上午，国新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
及第 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鄢东披露，第 9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9—24日在云南昆
明举办，本届博览会延续“团结协作、共
谋发展”主题，由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
政府共同举办，是今年中国同南亚国家
重要的经贸交流活动之一。鄢东介绍，
近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中国同南亚国家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24 年
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接近 2000 亿美
元，十年间实现翻番，年均增长率约
6.3%。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等国最大贸易伙伴。尼泊尔的
羊绒制品、阿富汗的青金石、印度的珠
宝、斯里兰卡的茶叶香料等南亚商品广
受中国消费者好评。

（孙红丽）

本报讯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
1月至4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
务进出口总额 26320.6 亿元，同比增长
8.2%。数据显示，1月至4月，我国服务出口
11285.2 亿元，同比增长 14.6%；服务进口

15035.4亿元，同比增长3.9%。服务贸易逆
差 375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75.6 亿
元。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具体来看，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步增长，1月至4月，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0163.6亿元，同比

增长5.5%。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较大，金额分别
为 4310.7 亿元、3617.1 亿元，增速分别为
3.4%、9.5%。旅行服务继续快速增长，进出
口达 7567.8亿元，同比增长 14.7%，为服务
贸易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79.9%，进口同比增长7.8%。 （谢希瑶）

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2%

解码天水的文化自信样本

历史文化厚重悠远

悠久的历史沿革：崇州，古称蜀州，
可考文明史达 4300 余年。汉高祖元年
（前206年），置江原县，此为崇州建县之
始。历经多次变革，1994年撤县设市。

灿烂的文化遗产：崇州是古蜀文明
的源头之一，是长江上游农耕文化的发
祥地，“江源女子”朱利辅助杜宇建国称
帝，教民务农，是崇州人有史可溯的先
祖。这里还是中国地方志的发祥地，常
璩所著《华阳国志》被称为“中国地方志
的初祖”。

丰富的人文景观：崇州拥有众多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罨画池，其园林
建筑精美，亭台楼阁、池馆水榭错落有致，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街子双河古遗址、
燎原紫竹古遗址见证了远古时期的文明
曙光。此外，还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元通古镇，被誉为“小成都”“活着的清
明上河图”和“最后的天府记忆”。

自然风貌独具特色
多样的地形地貌：崇州市地处四川

省岷江中上游川西平原西部边缘，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属山地、丘陵、平原兼有
的地貌类型。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中山
区占全市总面积的38.4%，山地分布于崇
州西北部，为邛崃山脉东坡，境内主要山
峰有六顶山、令牌山、鸡冠山、凤栖山
等。低山和丘陵占8.7%，位于崇州西部

的无根山一带。平坝占52.9%，位于崇州
市东南半部。

宜人的气候条件：属四川盆地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冬
夏长，雨量充沛，日照偏少，无霜期较
长。年平均气温 15.9℃，年平均日照时
数为 1161.5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 1012.4
毫米，雨日和雨量均为夏多冬少。

密布的河流水系：境内主要河流有
西河、黑石河和金马河，另有大小支流
180多条，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滋养了这片
土地，也为农业灌溉、水运交通等提供了
便利条件。

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古镇风情：街子古镇建制已有 1000

余年历史，五代时称“横渠镇”“四界镇”
“永康县”，镇域内有川西特有的农耕文
化、距今约4000年的双河遗址、以晋代古
刹光严禅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等。古街
区现存以江城街为中心的六条街，古建
筑6.8万平方米。

乡村旅游：竹艺村以竹编文化为特
色，这里的竹编工艺精湛，游客可以亲身
体验竹编制作的乐趣，感受传统手工艺
的魅力。天府国际慢城则是一个集休
闲、度假、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
展现了田园风光与乡村生活的美好。

自然风光：鸡冠山森林公园拥有独
特的自然景观，森林茂密，瀑布飞泉众
多，是亲近自然、徒步探险的好去处。文
井江镇的九龙沟景区，山清水秀，沟内怪
石嶙峋，溪流潺潺，充满了自然之美。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工业发展：崇州是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特色），形成了电
子信息产业、家具产业等支柱产业。
2023 年，崇州市规模工业总产值达 680
亿元，增长5.4%。近年来，崇州积极推动
产业升级，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加
强了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了
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农业发展：作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

化示范市，崇州的农业基础雄厚，以优质
粮油、蔬菜、水果、畜禽等产业为主导，积
极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推动农业产业化、
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农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不断提高。

服务业发展：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
展，崇州的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服务
业也日益繁荣。2023年，崇州市共接待
游客25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3%；旅游
综合收入 165.82 亿元，增长 21.0%。此
外，崇州的大数据、现代物流、金融保险
等现代服务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交通设施：基本建成崇州中心城区

到成都中心城区、到周边区（市）县、到各
镇街的三个“半小时交通圈”。境内交通
便利，形成以高速公路、国省道和县道公
路为主骨架，乡道为支线，村道为分支，
外畅内联的公路网络，方便了市民出行
和货物运输。

城市规划：注重城市规划和建设，加

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城市的
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崇阳街道作为主
城区，高楼大厦林立，商业中心、购物中
心、文化娱乐设施等一应俱全，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

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加强了河流水质保护、大气
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修复等工作。2023
年，崇州市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提
高到93.2%、85.3%，主要河流水环境质量
保持全优、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
以上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5天，优
良率达83.6%。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教育事业：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72 所，其中驻崇高校 3 所，形成了涵盖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为崇州的发展培养
了大量人才。

医疗卫生：截至2023年末，崇州市共
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58家，构建了
市、乡、村三级覆盖全域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市妇幼保健院在三级妇幼保健机
构国考中列成都区（市）县第1名。

社会保障：2023年，崇州市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含退休人员）
399407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含退休人员）245705人。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5602人，养老机构23家，
床位5579张，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文向清凯 张钦 王博

关陇锁钥，文明肇兴。甘肃天水，铭刻
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

登西陲城堡而揽秦月，叩明清古钟而
闻唐韵。这里，望得见古老的中国：伏羲

“一画开天”，先民躬耕繁息，秦人厉兵秣
马，丝路千年烟雨……山川形胜孕育了厚
重积淀，千载文脉涵养出慎终追远的情怀、
开放包容的气度与守正创新的精神。

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向“新”而
生，天水将文明的根系深深扎进时代的土
壤，抽出高质量发展的茁壮新枝。

慎终追远 承华夏根脉

清晨的阳光透过伏羲庙苍苍古柏，在
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树影。

相传伏羲诞于天水，以龙图腾凝聚部
族，“龙城”因此得名。伏羲文化也成为天
水最为久远的文化标识。

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天水伏羲庙，是
我国保存最为完整、建筑年代最早的祭祀
伏羲氏的庙宇。每年，这里举办的公祭伏
羲大典都会吸引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慎
终追远的传统深植每个华夏儿女心间。

2024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
考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
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
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伏羲庙外近百公里处，大地湾遗址考

古发现，将天水农耕文明的历史定格至近
八千年前。八千年文明根系、三千年文字
信史、两千七百年建城脉络，作为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天水的文明承袭轨迹，
在浩繁的实证中可辨可考。

《诗经》中描绘的天水，有着“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的清旷；初唐诗人卢照邻远
眺秦川，咏叹“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的
壮阔……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在城南依
山而建的南郭寺，诗圣杜甫笔下的活水流
淌至今。杜甫寓居天水三月余，写就诗章
百余篇，“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千古
绝唱，镌刻在诗圣碑林的青石之上，被后人
诵读至今。

对历史文化的深深敬意，藏在城市营
建的细节里。

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形成“五城相连”
的空间格局，诸多明清民居散落其间。
2003 年起，天水市启动古民居调查，历经
数月“问诊把脉”，隐于林立高楼间的珍贵
遗存呈现在世人眼前。修复工程坚持原形
制、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修旧如旧，保
留了民居古韵。

如今，在古色古香的巷道里赏非遗绝
活、在千年树龄的古槐下消夏纳凉……古
今一景，人们惬意地体悟岁月静好。

青瓦存文韵，古树载乡愁。当地人恪

守对古树代代相传的敬畏：施工遇千年国
槐，工人为树根裹上棉被；300年皂角树被
水泥围困，群众协商凿空透气……源于这
份珍视，天水古树名木 5300 余株，树龄超
千年的就有百余株，留下李白“古柏几千
年”的慨叹，杜甫“老树空庭得”的感喟。

尊古不泥古。如古树一般，赓续有根
系，也有新枝。

伏羲庙文创店里，灵感源自伏羲女娲
神话形象的“稳稳蛇”让游客爱不释手；马
家塬车舆博物馆，22辆战国西戎“豪车”复
原亮相；全息剧场中，数字光影流转，大地
湾先民近八千年前的篝火在“5G+AR”技
术中重现……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大地上的遗产，在这座古城“活”起来。

开放包容 汇合异之美

远眺麦积山，密如蜂巢的窟龛层叠分
布，这源自一场延绵千年的盛大文明互动。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
峭壁之间，留下大小窟龛 221 个、造像
10632 身、壁画近千平方米，造就了这座

“东方雕塑陈列馆”。
这一文化瑰宝缘何深藏于天水？
后世研究者认为，这得益于独特的地

理条件。天水作为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
镇，汉唐时期，已是货通南北、物济东西的
交通要冲。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各民族文化、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交融。

体现在塑像、壁画、建筑风格上，既受西域
影响，也为中原滋养，胡风汉韵辉映。

“东方微笑”小沙弥、喃喃私语的菩萨
与弟子，体现印度佛教传统又增加中原服
饰要素的半偏袒袈裟，波斯乐器经中原改
造而来的琵琶……这是艺术的奇思妙想，
也是文明交融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
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石窟营建史，正印证中华文明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发展史。”忙碌之余，麦积山
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铭常独自走进石
窟，凝望这些文明碰撞的火花。目前，张铭
和团队正在编写麦积山石窟历史上第一本
考古报告，研究所数字中心负责的整窟三
维扫描有序推进，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
将得以在数字世界里永生。

这份深植于基因的包容，千百年后被
一碗麻辣烫的热气氤氲唤醒。

原产美洲的辣椒和本土栽植千年的花
椒共舞，点燃味蕾；马铃薯自安第斯山脉远
渡重洋，扎根黄土高原，凝为柔韧透亮的土
豆粉；秦岭的木耳，河西的香菇……食材
的迁徙与再造，恰是天水包容万象的味觉
注脚。

食贯中西、热辣鲜香，一锅同煮天下风
物。麻辣烫吸引天南海北的食客，争相品
鉴这碗冲上“顶流”的“平价美食”。

闹市区，行李存放点、外地车辆停靠点
及时布设，政府敞开大院免费停车；打卡
点，无关摊点自觉让道；店门外，店主对外
地学徒倾囊相授，笑言“手艺无界”……

飘香的麻辣烫激发了辽宁女孩鞠月萱
对天水的兴趣，而打卡麦积山石窟、伏羲
庙，让她发现了味蕾之外的惊喜——厚重
的历史和淳朴的民风将她深深吸引。

这里的人们，将异域风物化为己用，将
陌生面孔视为故交，如麦积山微笑的小沙
弥，恬然一笑，迎接八方来客。

天水落实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政策，
保障性租赁住房优先覆盖进城务工人员，教
育、住房、医疗均等化服务托举“市民化”进
程；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2.27万余个，让脱
贫人口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小岗位”守牢民
生底线；将普惠托育服务列为政府重点任
务，新建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造提
升村级互助幸福院，让幼有所育、老有所
养……城市以民生为炬，点亮万家灯火。

守正者得其魂，创新者谋其远，根脉深
厚者，方能枝繁叶茂。陇山莽莽，渭水汤
汤，“龙城”天水，今更胜昔。

本报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2025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32853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6亿美元，
升幅为0.11%。2025年5月，受主要经济体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前景等因

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震荡，全球金融资产
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经济发展质
量稳步提升，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

定提供支撑。业内人士认为，从全球范围
来看，黄金在我国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有较
大提升空间。当前，金价上涨叠加黄金增
储拉升了外汇储备总额。从持续优化国际
储备结构、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角度
来看，未来人民银行增持黄金是大方向。

（杜燕飞）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2853亿美元

本报讯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5 年
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
结果公示》显示，中央财政拟支持的 20个
城市为：北京、天津、唐山、包头、大连、哈
尔滨、苏州、温州、芜湖、厦门、济南、郑

州、宜昌、长沙、广州、海口、宜宾、兰州、
西宁、乌鲁木齐。中央财政将按区域对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
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
过 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

超过 10 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
额不超过 12 亿元，直辖市每个城市补助
总额不超过 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
情况分年拨付到位。资金支持方向为城
市更新重点样板项目、城市更新机制建
设两个方向。

（张芗逸）

中央财政拟支持2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广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打造“蓝色引擎”
本报讯 广西将向海图强作为战略

指引，坚持陆海统筹发展，优化海洋产
业布局，扩大向海开放合作，全区海洋
经济呈现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增长动能
持续蓄积、创新能力逐步提升的良好态
势。广西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
省份，海岸线 1600 余公里，海洋资源丰
富，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广西各地
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思维，加快建
设平陆运河，持续推进向海经济三年行

动计划，培育壮大向海经济发展示范园
区。据初步统计，从 2017年到 2024年，
广西累计 792704.9亩用海面积获批复，
广西海洋生产总值由 1377 亿元增长到
2580.9亿元，年均增长9.4%；南宁、北海、
钦州、防城港 4个向海经济核心区城市
GDP从 6565.12亿元增长到 10929.91亿
元，年均增长 7.6%，高于广西全区GDP
增速。

（黄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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