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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岚丁平本报记者李祥文 /图

成都双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
富的航空资源，正逐步成为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的重要窗口。

11月 12日至 17日，第十五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国航展）
将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本次航展上，成都
市双流区与双流国际机场携手“组 CP”共同
亮相，展示其作为国际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在内陆开放先行区建设中的显著成就。

航线网络通达全球
打造一流国际枢纽机场

2024年 2月 14日，川航在双流国际机
场开通了“成都双流-阿拉木图-华沙”全货
机航线，该航线是继去年新开成都至布达
佩斯航线之后的又一条飞往欧洲的航线，
进一步拓展了波兰货运市场渠道。

6月 2日，间隔不足 4个月，自双流国
际机场启程的 CA1003航班降落于巴黎戴
高乐机场，标志着“成都—巴黎—成都”国
际全货机航线顺利首航。该航线每周 4班，
出港货物主要以电商货物、电子产品为主，
进港货物主要为成都进港贸易货源、汽车
零配件和以成都为枢纽辐射全国的中转货
源。随着此航线的开通，国货航在双流国际
机场可提供每周超 12班、1200吨的国际航
空运力。

双流区依托双流国际机场这一国际航
空枢纽和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正积极建设
“便捷高效”的枢纽通道。通过双流国际机
场的航线网络可直达全国 70 余个大中城
市，并开通了 24 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欧
美亚三大洲，机场周边聚集了综合保税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
际快件中心、国际邮件互换局等一批高质
量开放平台和开放载体。

随着航线网络的日益完善，双流空港
口岸的保障功能也迎来了全面升级。双流
国际机场拥有 5大场地，分别针对冰鲜水
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水果、肉类、植物种苗
等货物进行监管。同时，机场还拥有 2大进
境指定口岸，分别负责药品、生物制品和危
化品等特殊货物的进口。这些设施和口岸
的设立，使得双流国际机场基本实现了内
陆地区航空口岸功能的全覆盖，并具备 7伊
24小时的通关服务能力。

如今，双流国际机场的旅客和货邮吞
吐量分别具备近 6000 万人次和 100 万吨
的保障能力，形成了“通道带物流、物流带
贸易、贸易带产业”的发展格局。

临空经济圈不断扩大
加快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近日，一大批三文鱼智利供应商来到
成都双流的西部生鲜港，在他们的见证下，
西部生鲜港一期工程三文鱼智能加工厂开
机试运行，日产能提升至 25吨。

除了冰鲜三文鱼，波士顿龙虾、车厘
子、平板电脑等生鲜货物、机电产品正源源
不断地从双流涌向全国、全世界。

依托国际航空门户，双流全力打造“来
川到蓉”的空港商圈。通过引进天舟新能绿
色航空总部、同程西南运营中心、正成卫星
等总部项目，以及植入虹桥品汇分中心、东
盟中心等保税消费项目，双流区在现有时
尚消费和休闲文旅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
发展了临空总部经济、跨境商品展销、航空
会议会展等“三类”业态。

依托机场的“航线+口岸”资源，双流区
建设了集产品、加工、直播带货于一体的西
部生鲜港，正在加紧建设西部航空货运枢
纽，旨在打造辐射全国的生鲜产品加工制
造基地和国际分拨中心。这一举措不仅有
助于提升双流区的物流效率和贸易水平，
也为内陆地区的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此外，双流区还积极与中国航空运输
协会、中国民用机场协会、中国航空学会等
权威机构合作，共同举办航空论坛、展会等
活动，致力于打造现代商业商务聚集地。

此次珠海航展，双流区与双流国际机
场的携手亮相，不仅将展示其在内陆开放
先行区建设中的显著成就，也将向外界传
递双流区坚定不移推进内陆开放、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决心和信心。未来，双流区
将继续依托口岸和航线优势，深化对外开
放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陆地区
的开放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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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销售领跑“双十一”
以旧换新撬动力凸显

深秋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翠
里瑶族壮族乡高武村村民抢抓农时收获生姜，田间呈现
出一派繁忙的丰收图景。

近年来，从江县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壤优势，积极调
优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方式，
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姜种植，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特约记者吴德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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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十一”大幕开启，线上线
下共掀消费热潮。今年的“购物车”里，
家用电器成为“显眼包”，高居各大平
台销售额排名榜首。

优惠叠加 市场热度攀升

这两天，广州市民邓女士带着父
亲到京东线下店凑了个“热闹”：“家里
的电视机用了很久，其实将就对付一
下也能继续用，但看到国家以旧换新
的补贴叠加‘双十一’补贴双重优惠，
一共可以省下差不多 2000 元，立马
‘下单’，老人开心得不行。”

和邓女士有着同样想法的消费者
不在少数。广州京东 MALL副店长蔡
先生告诉记者：“自新一轮以旧换新启
动以来，线下门店客流逐步提升，以旧
换新订单增长明显。尤其是进入 11
月，客流量是前几个月的两倍左右。”

目前，超 20个省份家电换新活动
陆续在京东上线，覆盖 8500多款家电
产品；天猫与上千家品牌联合投入 60
亿元，通过发放品类券、品牌官方让利
等方式，部分家电商品价格降至 5.5折；
快手启动以旧换新专项，联合上百个商
家对家电类投入 10亿元换新补贴……

真金白银的诚意，有效提升家电
市场的热度。多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8日，共有 2025.7万名消费者购
买 8大类家电产品 3045.8万台，带动

销售 1377.9亿元；截至 10月 30日，
在 2024年“双十一”全网累计销售额
中，家用电器以 1324亿元高居榜首，
占据 15.7%的市场份额。

对于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有外国
媒体用“大获成功”予以评价。彭博社
日前在报道中表示，中国政府旨在刺
激消费的以旧换新政策，不仅带动家
用电器销量飙升，还促使投资者纷纷
买入家电生产商的股票，包括美的和
海尔在内的中国家电制造商的股票表
现优于全球同行。

落地显效 消费潜能激发

消费的“热”，背后是政策的“进”。
今年 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对“两新”工作作出全面部署；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明确要统
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8月，商务部等四部
门明确各地自主确定补贴“8+N”类家
电品种，每件最高补贴 2000元……

在中央政策引导与支持的基础
上，各地不断创新举措———四川、上
海、湖北等地对补贴品类进行扩容，新
增洗碗机、蒸烤箱、空气净化器等产
品；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将大部分家
装厨卫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纳入补

贴政策范围……目前，31 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启动家
电以旧换新加力支持政策，持续释放
内需市场潜力。

一线城市用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自
主权，因城施策调整住房限购政策；组
织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联动举
办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
月，持续组织开展以旧换新供需对接
……最近一段时间，以旧换新再迎政
策“红包”。

存量+增量政策“双轮驱动”，特别
是下调首付，取消商品住房限购、限价，
加大购房补贴等措施释放楼市利好，将
对第四季度的家电消费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依绍华表示，一方面，房贷压力
的减轻使得消费者在购置家电等大额
消费时有了更加充裕的资金支持，原
本打算偿还高额房贷利息的部分资金
如今可以投入到家电消费中，提高家
电消费的预算；另一方面，以旧换新政
策的补贴优惠又进一步降低了购买家
电的成本，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
愿和消费能力。

乘势而上 产业转型向“新”

走进位于四川绵阳的长虹智慧显
示工厂，18 条“5G+工业互联网”超高
清电视生产线全部满负荷生产，每条

生产线同时生产 6种不同产品，一天
可实现 1100个不同产品的生产，交付
周期仅 10.86天。
“本轮换新，消费者更看重节能、

智能、健康、舒适的产品体验，也显示
出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四川长虹
企业策划部部长徐明发说，公司在政
府补贴基础上加码了企业补贴，同时
还从研发、生产及服务、回收等全流程
进行支撑，用丰富的创新产品矩阵满
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连接供需两端，既惠企又利民、既
利当前又利长远，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意义重大。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叶胥认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持续发力，不仅可以直接繁荣终端市
场销售、提高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还
可通过经济大循环带动生产端转型升
级，有利于整个行业攀升更高价值链。

针对食材保鲜期短的痛点，海尔冰
箱开发了全空间保鲜技术；针对内筒藏
污、衣物清洗不干净等问题，美的洗衣
机创新采用无孔除菌洗 2.0技术……

海尔智家相关负责人表示，瞄准
置换需求，推动以旧换新向好向快落
地，有助于企业持续深耕原创科技、绿
色科技及智慧科技，以优质供给激活
存量市场，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

（新华社北京 11月 10日电）
新华社记者邹多为胡旭丁乐

现场签约合作协议 14个 签约金额 25.6亿元
2024年川商安康行暨区域经济合作恳谈会召开
□本报记者马工枚文 /图

11 月 11 日，2024 年川商安康行
暨区域经济合作恳谈会在陕西省安康
市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现场签订合作
协议 2个，投资合作项目 12 个，签约
金额 25.6亿元。

2024 川商安康行暨区域经济合
作恳谈会现场，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唐强，安康市委
书记武文罡出席会议并致辞。

武文罡在致辞中表示，安康与四
川，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缘相通，
期待与大家共享开放发展的强劲之
势，共享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共享
广阔完备的产业平台，共享创新创造
的澎湃动能，共享优质高效的营商环
境。安康将竭诚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
项目、最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来安
康投资发展的朋友都能事业兴旺、大
展宏图。

唐强在讲话中指出，召开 2024年
川商安康行暨区域经济合作恳谈会是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有力
举措，是推动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凝聚民企力量助力安康的创新探索。

安康、达州、巴中都肩负老区振兴发展
的使命，在赓续红色血脉、抢抓政策机
遇、加快振兴发展的时代重任中，方向
目标一致，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上具
备坚实基础和广阔前景。

他要求，各级工商联和广大民营
企业、商协会应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汇聚投身川陕革命老区建设、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磅礴力量。一
是客观理性观大势、看全局，进一步坚
定发展信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定信心、放
下包袱、大胆发展；二是主动作为担使
命、谋发展，积极融入老区发展大局，
不断深化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三是
满怀激情看今朝、展未来，坚持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民营企业要抓住区域经
济抱团突围、重点区域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腾笼换鸟”的有利时机，在融入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中实现转
型升级。

现场，安康市住建局局长谢成彦，
安康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陈帆分别作城市建设领域、低空经
济、数字经济产业合作项目推介。汉滨
区、宁陕县、镇坪县、紫阳县、汉阴县、
旬阳市、瀛湖生态旅游区、石泉县、平
利县、岚皋县、白河县、恒口示范区依
次发布名优特色产品及产业合作机
遇。四川省总商会副会长、明宇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明，成都创泓
商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安康
创泓公司总经理周登荣，川商总会副

会长、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国勇，安康毛绒玩具行业协
会会长、陕西安贝斯玩具科创有限公
司董事长沈爱华作交流发言。

安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招商和
经济合作局局长卫莎莎宣读签约项目
并组织签约。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2个，
投资合作项目 12 个，签约金额 25.6
亿元。

（相关报道详见 7版）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关注 2024年川商“革命老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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