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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魏玉坤、王浡

2019 年春运落幕。放眼整个中国的春运版
图，有一处格外亮眼：它如同一条洁白的哈达，跨
越世界屋脊，横亘生命禁区。在春运中，它不是最
繁忙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青藏铁路。

扎根在青藏线上的铁路人，经历着可能是最
孤独、最艰苦抑或最幸福的春运。他们默默坚守，
勇毅，执着，演奏出一部感人至深的春运交响。

有一种孤独，叫“一个人就是一

支队伍”

“在这里，可以说我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53 岁的王建康，是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

处哈尔盖派出所刚察车站警务区唯一的值班民
警。

刚察车站警务区位于青海湖畔的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平均海拔在 3300米以上，每
天只有 7581/7582次西宁往返格尔木的两趟慢车
经过。

“这个站小，我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接车、安
检、身份比对……”军人出身的王建康，在接车时
总会挺直腰板，两脚跟靠拢并齐，身体微向前倾。

每天这两辆列车停靠的 4 分钟，是王建康一
天中见到人最多的时候。他盼着工作忙点，能多跟
人说说话。

除夕当天，没有乘客上下车，他跟车上乘警互
相拜了年，这是他收到的唯一一份面对面的新年
问候。“最久的一次，我有三个星期没跟人聊过天，
那时候甚至对着镜子，自己跟自己说话。”

巡护的路布满石渣，人行走时咯吱咯吱响，磨
得脚疼。“脚上磨出水泡是常事，有时候，刚挑破水
泡，第二天又在相同的位置长出来了。”

一个人巡护最怕发生意外。雨雪天巡护时，王
建康格外小心，会随身携带着创可贴、速效救心丸
等药品，偶尔摔倒了，咬着牙爬起来。

春运期间，王建康一直没回家。他嘴上说着
“习惯了，不想家”，但眼角分明挂着泪水。为了不
让家人担心，王建康趁着空闲就给家里通话，有时
候一天通上三四次，但每次只说两三分钟，“说多
了，怕自己忍不住……”

“再小的车站，也要有人去守。春运，是回家的
路，守护好这条路，我感觉自己也跟着他们回家了”。

这是一个人的春运，也是青海湖畔一份单纯

和执着的守望。

有一种坚守，叫“宁可生命透支，

不让使命欠账”

“听到这声音，就能好好睡了。”
临近深夜 12 点，总有一辆从拉萨驶来的客

车，在经过望昆车站时会发出长鸣声。望昆线路车
间副主任于本蕃说，这鸣声已成了他和工友们的
安眠曲。

春运期间，为确保列车行驶安全，于本蕃和工
友每天都要趁着没有列车经过的“天窗点”，加紧
作业。

“左边的弦绳位置不准，向后移动 2根枕木。”
顶着 8级狂风，于本蕃嚅动着乌黑发紫的嘴唇，喘
着粗气吼着说。

于本蕃今年 35 岁，看上去却像 40 岁开外。他
1米 75的个头，身材微胖，脸色蜡黄，嘴唇发紫，

细细的眼睛在与风的对视中眯合成缝。
冬天，列车驶过时会挤压冻土路段，钢轨很容

易变得不平整。为让列车平稳运行，于本蕃和同事
先用弦绳测量钢轨两侧高差。

“别看我们用的工具笨重，可干的是精细活，
轨距误差要以毫米计。”没过多久，于本蕃的帽子
上、睫毛上都挂了霜，浑身哆嗦、牙齿打战。

为抵御寒冷，于本蕃反复搓手。长时间的重复
搓手，有时甚至把手套都搓裂了，手心都磨出了
血。

为观测钢轨的水平高度是否达标，于本蕃每
走 50米就要弯下身子，趴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钢
轨上检查轨道。长年累月的高强度作业，让他患上
了严重的关节炎和脊椎病。

这里地处昆仑山脚下，与玉珠峰相望，平均海
拔在 4500米以上，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45%。于本蕃说，2006 年刚上山时，他和同事曾试
着用脸盆种蔬菜和绿植，但都活不过三天。

有一次，昆仑山车站附近突降暴雪，钢轨被积
雪掩埋，车间全体人员连夜抢修，连续三天驻守现
场，夜间气温低至零下 10 摄氏度，只能在车里抱
着取暖；

有一年元旦当晚，车间接到应急抢险任务，此
时菜刚上桌，大伙儿还没动筷子，就匆忙赶往现
场，回来时已近晚上 10点，没吃几口就去睡了。

在这儿工作有多苦？
“风里来，雨里去，雪里拼，只要还有口气，便

战斗到底。”
那为何还要坚守？
“时间长了，对这里有感情了，不舍得离开。”
如此拼命值得吗？
“没有值不值的，这里需要有人守护。”

这回答极朴素，却震撼人心。在这个被称为
“生命禁区”的地方，这群平均年龄 35 岁的汉子，
坚守了十余载。

今年春节，于本蕃值班，这是他在山上度过的
第 8个春节。于本蕃说，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自己老
缺席，但妻子从未埋怨过。

除夕当天，一趟趟火车像往常一样穿越茫茫
雪域，飞驰而过。最想家的时候，于本蕃就跑到车
站外，看看家的方向。写字台上摆着一家人的合
照，枕边放着手机，想家了，就给家人电话和短信。

“今天和往常一样，雪打在脸上如刀割一样
疼，但心里更着急，儿子明天要做阑尾炎手术，希
望能顺利，我很想陪他。”

“有好一段时间没给你和孩子做顿饭了，不知

道儿子还喜不喜欢吃我做的菜了。”
“回去后，要带着你和儿子去西安玩几天，

多拍几张照片。”
……
和妻子的短信都很短，但读起来又觉得很

长。
寒来暑往，昆仑山岿然屹立，狂风依旧，雪

花常飘，于本蕃那坚毅的脸庞，早已爬满了岁月
的风霜。他为什么拿命去工作？热爱，也是尽责，
“宁可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

春运是什么？对于这群养路工人而言，就是
像平常一样拼命去作业。

他们平凡吗？不，仅是在这儿坚守，就有着
超越生命的意义。

有一种幸福，叫“穿上铁路制

服，就觉得有了希望”

晚上 8 时 30 分，具有浓厚藏文化特色的
Z6811次“唐竺古道号”列车缓缓驶出西宁站，
沿着青藏铁路，开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

今年 31 岁的贡久曲珍是这趟列车的列车
长，列车刚出发的这段时间，是她最忙碌的时
候。

“这位旅客请您把包往里放放。”“需要补票
的旅客请前往列车中部的 9 号车厢。”……贡久
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几乎让
人察觉不到这位笑容亲切的列车长是位来自西
藏农村的藏族姑娘。

“初中毕业后，我就离家去武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上学了。”一阵忙碌过后，贡久终于闲了
下来。她笑着说，那个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每
次去学校都要走一个多星期，“在外读书的时候
就盼着有条铁路能到家门口，这样我就能每个
假期都回家了。”

2006 年，看到青藏铁路通车的消息，贡久
兴奋极了，“那时候想着毕业后就去青藏铁路，
一是因为自己就是学铁路的，二是离家近。”当
年毕业后，贡久如愿以偿穿上了铁路制服，成了
青藏线上的一名乘务员。

“我参加工作 12 年了，沿着铁路跑遍了大
半个中国，因为铁路，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认
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从原来那个腼腆羞涩的藏族小姑娘，
到现在美丽干练的女列车长，这条铁路也改变

了她的命运。
贡久的家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色工

村，村里的人世代以放牧为生。放羊、转场、卖
羊，村民的生活走不出这个圈子。

“我要是一直呆在村子里，现在的生活应该
就是带孩子和放羊了。”贡久笑着说，作为村里
为数不多出来工作的女孩，她成了亲戚和邻里
们羡慕的对象。“一回家就被问这问那，‘大城市
是什么样的啊？’‘汽车是不是像草原上的羊群一
样多啊？’……在他们看来，外面的一切都是新
奇的。”

2017 年，贡久鼓励刚刚大学毕业的妹妹旦
增央金也报考青藏铁路，希望她也能走出大山，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从小就喜欢姐姐的铁路制服，每次她回
家就会穿她的衣服，觉得又精神又好看，现在我
也穿上了这身制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今年
27 岁的旦增羞涩地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胸
牌，露出了微笑。

现在，姐妹二人在同一个班组工作，是“唐
竺古道号”上唯一一对“姐妹花”。

“我俩想着工作几年好好攒点钱，在拉萨买
一套大房子，让父母搬到拉萨去住。”谈到未来，
姐妹二人都笑着，她们眼睛里发着光，好像幸福
就在眼前。

火车汽笛在长鸣，悠悠地驶出站口。近 25
个小时过去了，列车到达终点站，等所有旅客下
车之后，贡久和旦增也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了。

“累不累啊？”贡久帮妹妹整了整额前的头
发。“不累，就是有点饿了……”贡久刮了一下旦
增的鼻子，姐妹俩一同笑出声来。

光滑的铁轨伸向远方，对于这对青藏线上
的藏族姐妹花来说，这条铁路不仅承载着一份
职业，更是通向未来的希望。

20 世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
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
拉萨。”如今，这条跨越昆仑山脉的铁路已平稳运
营 12年。奇迹背后，离不开王健康、于本蕃、贡久
曲珍这样的普通铁路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

从牦牛运输到火车飞驰，青藏铁路如一条
巨龙蜿蜒在苍茫雪域，横跨江河、穿越群山，把
神秘雪域与内地紧紧相连。这条天路是高原儿
女的幸福之路，一头连着家乡与希望，一头连着
远方与梦想，值得拼命去守护。

春运是什么？这条天路的守卫者说：春运，
就是守望幸福。

雪域天路别样的春运故事

▲ 1 月 11 日，于本蕃（前）跪在铁路
上对铁轨进行复检。 本报记者王浡摄

（上接 1 版）“城，所以盛民也。”
成都新一轮的规划发展，始终秉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科学布局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
间，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这是城市格局的重塑———
2200 多年前，面对“东旱西涝”的肆虐，蜀郡

守李冰变“堵”为“疏”，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系统，
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2200 多年后，面对一个实际管理人口达
2100 多万的超级大都市，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依
然以“疏”破题，对空间格局进行一场“重塑”，构建
城市永续发展的新空间。

千百年来，龙泉山一直是成都东侧的生态屏
障，如今，城市发展跨越龙泉山，将这座山变成城
市绿心和“会客厅”，未来这里生态林覆盖率将达
64%；沿着龙泉山“两翼”，分别是中心城区和东部
新区，位于东部新区的天府新机场正蓄势待发。

此番进发，从面积而言，成都中心城区由原来
的 630 平方公里，延展至 3677 平方公里；从格局
看，变“两山夹一城”的逼仄为“一山连两翼”的开
阔……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

由 400 多人的规划团队历时一年半，结合城市文
化和资源禀赋等统筹谋划，广泛征求、听取全市人
民的意见。2018 年 3 月，规划提交市十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在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上也高票通过。

从秦并巴蜀，几经战火和岁月磨砺，2300 多
年来成都从未更名、迁址。今天，在“人民城市人民
建”的理念下，这座城市焕发出澎湃的生机。

这是城市价值的再构———
漫步街头，不断延展的城市绿道，将公园、社

区、小巷逐个串联，成为市民陶冶情操、休憩放松
的重要场所。目前全城已经修建 2600 多公里城市
绿道。

为什么修建绿道？对城市而言，什么是最重要
的资产？绿水青山如何成为金山银山？

四环路附近的桂溪生态公园，大半年前修好
绿道，人流量超过 1000万人次，附近人都爱来，散
步、跑步、会友……

绿色，吸引着人们，重构着人们对城市价值的
认识。

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瑛
给桂溪公园算了一笔“生态账”——— 商业和生活场
景的叠加营造出消费场景，最终产生价值。2018
年桂溪公园基本实现自负盈亏，改变了以往生态
建设只靠政府投入的老路子。

成都青羊区相关负责人在做区里工业项目规
划时，几次登门和康瑛洽谈，要把绿道提前设计到
规划中，并希望能尽快开工，“先建绿道，再进行项
目招商和周边配套的打造。”

这是城市理念的更新———
在市中心，开发强度一度超过 80%，局部区

域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4万。“三降两提”——— 降
低开发强度、降低建筑尺度、降低人口密度，提高
产业层次，提升城市品质……升降之间，将人口从
840万疏解至 657万，交通拥堵等大城市顽疾有
所缓解。

发展不再“摊大饼”，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布
局；建立 66个产业园区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不
再同质化竞争，而是融合式发展；每个组团内有学

校、运动场、邻里中心、养老设施等，以“15 分钟”
为半径，人人都能享受到优质公共配套……

提高发展质量，全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2018 年，成都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 . 5万亿
元、增长约 8%，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值，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 . 3% 和 9%，新增人口
74万人……
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砥砺奋进、坚定前行，成都要成为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先行者，勇于在跨越发展
中实践，在创新中抓落实，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
发展道路。”

突围

过去 10 年，成都常住人口年均净增 50万左
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人口规模。市民
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城市管理的问题也集中显现。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
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
期待。

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管理和良好的公
共服务，是城市工作的重点。

社区活，城市活。
成都市 4000户以上的大社区达 525个。“涉

及社区治理的职能分散在 40 多个部门，犹如九龙
治水，很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成都市委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2017 年，成都市委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立，作为党委工作部
门，由组织部长兼任社治委主任，统筹各方资源，
优化顶层设计。

一方面，社区治理做“加法”，发动社会力量，
聚力破解品质服务层次不高、供给低效等问题；另
一方面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落实社区“减负”、
精简事项、提高效率。

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社区党组织通过多种
方式全面了解居民困难和需求，先后建成老年长
寿食坊、微型理发室、四点半学堂等 9个功能性服
务室。社区党组织、党员认领服务项目 117个，服
务 1200 多人次。

很多居民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社治委牵头建设、运营“天府市民云”，将涉及

37个单位的 147项服务集中在一起，为市民提供
全方位“指尖式”服务，上线百日用户即突破百万；

改造党群服务中心 800个，撤掉冷冰冰的柜
台，一对一的开放式办事工位像咖啡馆一样温
馨……

党组织动员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能力
大大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正
在悄然形成。

社治委，是成都市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因
地制宜设置特色机构的创新实践，更是对城市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与社治委一起写入新一轮《成都市机构改革
方案》的，还有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鞋子依靠智能芯片，就能读取步幅、步频等数

据，识别出脚掌外翻等情况，以纠正跑姿；“不怕
水”插座，突破传统插座不能涉水的“禁区”；不需
要电视屏，墙壁天花板都能当幕布……

这个地处内陆西部的城市，向着高质量的发
展目标，发起一场新经济“突围战”，厚植土壤，让
最具潜力、活力的经济元素长成“参天大树”。

高新区，是成都未来的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和国际化产业新区，其南部园区被确定为成都
新经济活力区，经过摸底，这里具有新经济特征的
8万家企业，被精准分成 4 类，进行梯度培育———

对种子期“雏鹰企业”提供孵化器、天使基金
等服务，对高成长期“瞪羚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
对独角兽企业提供投资融资、资本整合等，对龙头
企业提供配套资本、高端人才等……

就像一个生态圈，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里得
到生机和活力。

2018 年高新区新登记新经济企业 1 . 1 万
户，增速达 25% 以上。培育独角兽企业 3家，储备
30 余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和 60 家 “瞪羚企业”，
筛选培育 520家“雏鹰企业”。

敢闯敢试，勇于探索——— 从世界上最早提花
织机问世，到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再到 1978
年以成都无缝钢管厂等 6家企业为试点，拉开国
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改革创新，是这座城市的
独特气质，从古至今，绵延不息。

今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愈发强劲：
西南交通大学率先对高校职务发明进行产权

混改，这被称为科技界的“小岗村”改革，让四川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呈“井喷”之势，近两年已有 200
多项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分割确权，24家高科
技创业公司成立，超过之前 6 年总和。

2018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约 12%，万人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 15 . 8%，出台“民营经
济 25 条”，新登记民营企业 18 . 4万家……成都，
坚持以改革创新引领城市未来，推动改革实践加
快向改革红利转变。

共建

80 岁一头白发的曾佩华，很喜欢到锦江绿道
上的江滩公园跳舞。近来，她发现这里越来越
美——— 皮划艇、电竞足球、文创市集……升级改造
的公园更潮、更吸引人。

入驻公园的还有一大批创业者。43 岁的杨茜
身绑绳子爬上爬下，“光感攀岩”吸引人们观看试
玩。这是她的作品，将运动、娱乐、科技等结合在一
起，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动”感体验。

这里，是城市鲜活生动的质朴灵气，更是新发
展理念的生动注脚。

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
生活导向，从以 GDP 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
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
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2018 年改造棚户区 1 . 2万户、老旧院落 327
个、整治 1918 条背街小巷、建设 160处“小游园·
微绿地”，市民家门口换新颜。开工建设 196 所中
小学、幼儿园，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下沉……

这是一组写在城市规划中的数字：今年将
开通 3 条轨道交通线路、全市地铁运营里程达
301公里、50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
环线将建成……

这是一组活在市井街巷中的数字：逾两万
家火锅串串店，无辣不欢，不负“美食之都”盛
名；3000 多家书店、报刊亭，让这座城市书香沁
人；登记备案博物馆 150家，逛博物馆已成为市
民的生活习惯……

人们参与城市发展的热情和活力迸发。
去年，成华区和美社区规划一块微绿地，请

专业设计师设计，征求居民意见。
“当时绿地上规划了好多高大上的设施，我

们觉得不实用。”70 岁的高天意和其他居民仔细
研究后，提出不少意见：喷泉泳池改成儿童游乐
场，增加老年人扶手等设施，最后都得到采纳。

经过广泛参与，绿地不仅得到居民的认可，
还节约了建设成本，原本 180万元预算最后只
花了 120万元。

在成都所辖农村，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共
享发展成果。

西郊崇州市的竹艺村，一座座古朴的川西
农家小院坐落其中，竹艺博物馆、网红建筑“竹
里”、三径书院……

一年多前，这里还只是一处寻常的川西林
盘院落，屋子破旧、道路泥泞，年轻人大多出外
打工。

政府出资 200余万元进行道路等基础设施
改造。起初，不少村民心有顾虑，当地积极引进
有想法、有资金的“新村民”到村子里率先示范，
打造出几座古朴的院落，村民们被吸引了，不少
人自觉修缮院落、改善环境，村子焕然一新。

2017 年底，村里修一条旅游环线路，需占
用两户人家农田，起初他们不情愿，一度陷入僵
局。没想到，32名村民自发到这两户人家劝说
谈心，事说成了，新路修了。

如今，崇州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盘活
农户闲置资产，提升村民收入。

新的风气，新的精气神，正一代代传递。
支矶石街的墙上有五颜六色的“涂鸦”———

泡桐树小学的学生们认真地画下熊猫、火锅、天
府广场、和谐号……画下美好生活，画下对这座
城市的传承和热爱。

拥抱

汽笛鸣起，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内，一列载有
本土品牌农产品的中欧班列(成都)缓缓驶出，
半个月后，在荷兰、法国就能品尝到成都优质脐
橙、红心柚了。

成都，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昔日
“门泊东吴万里船”，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
之物莫不通”，享有“扬一益二”之美誉。

如今，从成都出发的国际班列联通了境外
24座城市和国内 14座城市，让这个曾经的内
陆腹地城市跻身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前沿行列。

——— 带动周边城市，共建世界级城市群。
经济占四川经济总量 1/3还多，人口约占

四川 1/5的成都，被称为“一支独秀”，但成都深
深感到新时代城市群“万紫千红才是春”。

瞄准区域发展难点，按照四川省委提出的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新战略，成都主动作
为、率先探索，与全省 20个市(州)主动对接，目
前已与 16个市(州)在产业合作等方面形成深
度合作关系。

“企业的影响力在哪，成都的影响力就在
哪”——— 不惧企业分流影响 GDP，成都将自己
的“明星企业”推介给兄弟城市。研发在成都、转
化在市(州)，总部在成都、基地在市(州)等产业
互动模式，正促进成都与周边地区共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圈。

眉山与成都共建天府新区，达成高铁、成渝
客专、成自宜高铁等多条向东、向南大动脉将打
通，成渝经济走廊大有可期……

——— 始终向国内外优秀城市学习，不断汲
取前进变革的养分。

2300 多年前，秦并巴蜀，吸取咸阳建城规
制筑成都城；清代，借鉴北京胡同，形成宽窄巷
子的青砖黛瓦、四合院落……

始终在学习，不断求超越，今天，这场学习
一直在继续：

自贸区建设方面，成都主动与上海、广东等
国内自贸区和新加坡、迪拜等自贸港对标，高位
增强国际投资贸易平台功能；

城市规划理念上，吸收包括北京、河北雄安
新区等经验，因地制宜提出“中优”“蓝绿空间”
等，借鉴北京中关村、上海长阳创谷等地产业升
级理念，打造成都高新区产城融合新路径；

社区治理上，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习，
借鉴新加坡等发达城市经验……

——— 拥抱世界，支撑国家开放大格局。
不沿边不靠海，虽为偏塞之地，却塞而不

闭……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交汇

点、面向亚欧大陆腹地最近的超大城市，成都正
致力于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出联动东
西、沟通内外的核心枢纽作用。

截至目前，双流机场已开通国际航线 114
条，航线覆盖全球五大洲。2018 年旅客吞吐量
达 5295 . 1万人次，成为内地第 4个达到 5000
万吞吐量的机场；

全年国际铁路港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72 . 67
万标箱；

南向“蓉欧+”东盟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天天
班”运行……

时空交替，一段新的征途已然出发：
——— 到 2020 年，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
市；

——— 到 2035 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

———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
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一，一大早阳光明
媚。

蜀地自古多雾云。出太阳，对成都人来说，
意味着好日子正在熠熠生辉。

新华社成都 2 月 28 日电

一座超大城市的转型和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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