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

尽显“成都范儿”
财富论坛志愿者社会招募于去年 12

月 5 日 启 动 ，社 会 志 愿 者 报 名 人 数 超 过
15000 人，其中海归报名志愿者约占 20%，
同时在成都高校近 50000 名大学生报名，
社会和高校报名志愿者总人数突破 65000
人。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择优选拔出 1263
名志愿者。说起自己和财富全球论坛的故
事，志愿者宋莎颇有感触。“我是在截止日
期的最后一天报上的名，算是搭上了‘末班
车’，觉得自己和财富论坛挺有缘分的。”宋
莎说，自己本来在英国留学，这次专程赶回
来就是为了见证这次盛会。“珍惜这次难得
的机会，为论坛的顺利举行出自己的一份
力。”宋莎告诉记者她已经准备好了。

当王贺楠穿上志愿者活力装时，觉得
自己透着一股洋气的“成都范儿”。活力装
T 恤衫以白色为主色调，采用了颇具民族
风范的“立领”，同时把被称为“财富色”的
橙色作为辅色，藏到衣服当中，又在胸前开
襟处一边的领口绣上了熊猫图案，诠释着
成都的文化。“盼‘财富’盼了很久，现在它
就要来了，我一定会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参
加财富论坛的朋友们。”王贺楠说。

除了择优选拔的 1263 名志愿者正式
上岗，还有更多的普通市民当起了民间志
愿者。他们主动学习英语，熟悉地铁线路，
随时随地展现着成都的良好形象。

成都的哥

爱讲“川味英语”
汪广学是一名成都的哥，今年 43 岁

了，他没上过大学，也没出过国门。但他知
道，车载收音机中新闻播报的财富论坛跟
自己、跟所有成都人都大有关系。“万一我

拉上了一个外国客人怎么办？咱可不能给
成都丢了脸面。”恰逢今年 3 月，成都市交
委开展了“迎接 2013 成都财富全球论坛，
提升出租车行业形象”活动，向全市所有出
租车驾驶员下发了英文 CD 和英语学习教
材。于是，汪广学就看着学习教材、听着英
文 CD，正儿八经地开始了自学之路。他一
遍一遍地听，一次一次在与外国乘客的交
谈中大声地说出他的“川味英语”，成就感
让这位的哥越来越有自信。

不只是汪广学，借着“财富”之风，整个
蓉城都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每一个人，
也都在为“财富”时刻的到来做着准备。

退休教师邓波最近很忙。退休后又从
事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工作的她，围绕着

即将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在教孩子们了解
成都的“财富”故事。“有着‘天府之国’美誉
的成都如今也是一座‘财富之城’，商界财富
盛会看似离我们普通老百姓遥远，其实它所
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我们每个成都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邓波表示，“孩子们是成都未
来发展的希望。应该让他们多多了解、学习

‘财富’知识，知道家乡的‘财富’故事，做好
准备迎接成都的新发展。”

就像邓波说的那样，财富论坛无疑将
大大提升成都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知名
度，但它更能切实提升成都居民的生活环
境，让广大市民享受到诸多方面更加优质
的服务。可以说，财富论坛给了成都一个
内含丰富的历史性机遇。

软硬设施

“整装待发”
6 月 1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成都

200 多项硬件提升重点工程已基本完成，
客运、公交等城市“窗口”软件服务水平打
造成果初现。

按照《2013 成都财富全球论坛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方案》，成都市确定了“六大工
程”200 多个项目，包括重大市政项目建设
改造工程、重要城市街区和 20 处活动场馆
周边环境提升工程、主要接待场馆酒店改造
提升工程等。目前，这些工程已全部完成。

成都环城生态区锦城湖与白鹭湾湿地
建成并免费向市民开放，新景观集水资源
调蓄、生态保护、市民休闲于一体。锦江滨
河公园总体规划已启动，高新区段启动示
范段建设。

在软件服务水平方面，成都市交委以
蓉城公司电召车为基础，组建了一支高端
服务礼宾车队。成都中心城区客运站站内
标识标牌双语改造完成，并设置提供双语
服务的多个岗位；“一轴三节点”区域内 81
座电子站牌提升，提供动态地图、线路查询
等功能。

此外，成都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各办
事窗口的标识都已换成“中英文”双语，电
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双语”办事指南，编印
了中英文对照《在蓉境外人员办事指南》，
将涉及境外人员个人审批及服务事项 8 大
类 47 小项编印成册，免费发放给境外办事
人员。

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充足的硬件条
件，和谐包容的城市精神，这些都是“财富”
选择成都的充分理由；而细致入微的服务，
热情好客的态度也将成为“财富”留恋成都
的最大理由。如今，热情的成都人已将这些
理由制成了一张最美的城市名片，散给八方
来客，欢迎您来到“财富之城，成功之都”！

都江堰，一个因水而兴、因堰成名的城市。
这个在2008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中遭受重创

的旅游城市，如今已经以全新的姿态重新站立了起来，并
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打造“国际旅游城市”的梦想。

6月 2日，记者走进都江堰市翠月湖镇五桂社区，
宽敞的水泥路两侧绿树成荫，一簇簇灯笼花娇艳盛
开；孩童们穿着轮滑鞋，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欢乐地
追逐嬉戏⋯⋯

放眼望去，我们很难想象，就在五年前，这里曾经遭
受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地震灾害袭击。

面对亲人遇难、房子垮塌、困难重重的局面，村民们
的信念和意志没有垮掉。抚平心灵的创伤，他们坚强地
把重建家园的任务扛上了肩头。

为了帮助村民们重建家园，当地政府对五桂社区
进行了统一规划，按照每人 30平方米的住房规划，每
人 2万元的建房补贴的标准，让村民们自愿参与集中
建房，并帮助村民们做好水、电、气、路、讯等配套的基
础设施建设。

2009 年底，村民们住进了新房，生活条件大大改
善。村里一到做饭时间就炊烟袅袅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家家用上了天然气，吃上了自来水，实现网络全覆盖，村
民们与外面世界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令村民们更加欣慰的是，在灾后重建中，聚青旅游快
速通道等道路修成通车，村民们建起以金丝瓜种植示范
基地、食用菌基地为载体的特色生态观光农业，田中园、
园中井的格局美不胜收。如今，农民集中居住区、现代农
业、乡社区旅游发展等示范点有机融合，形成了布局团组
化、空间人性化、环境田园化的新形态。一幅“青山绿水
抱林盘，大城小城嵌田园”的现代田园城市画卷徐徐
展开。

从满目疮痍的废墟到“岷江湖畔最美乡村”，五桂社
区的嬗变，也是都江堰在灾后重建中浴火重生的缩影。

在灾后重建中，都江堰灾区不仅增加了许多乡村休
闲旅游的项目，还对都江堰古城区进行了全面的修复。
经过修复，一座街街有水，户户临水，山、水、城、林、堰相
融辉映，汉、藏、羌、回等多民族和谐相处，居住与商业功
能协调发展的魅力古城重现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旅游快速通道的修成，成都市区到都江堰
的时间大大缩短。都江堰不但是成都的后花园,也是重
庆的后花园，更是西部地区大城市的后花园。如今，无论
是在乡村，还是在市区，都江堰的旅游业早已重现生机，
并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2012年，都江堰市的旅游收入达到76亿元，旅游接
待人数1700万人，比2008年以前翻了一番。

伴随着旅游业“起跳摸高”的强劲发展势头，都江堰
市打造、完善旅游产品的思路也日渐清晰，即依托青城
山、都江堰等核心景区吸引远程游客，通过完善的城市配
套设施促成游客的停驻，以乡村旅游满足近程游客的度
假休闲需求，把都江堰打造成为西部地区的国际旅游
城市。

大步向前，都江堰距离国际旅游城市的梦想已经越
来越近。

成都拥抱成都拥抱

““财富时刻财富时刻””
本报记者 牛 瑾 刘 畅 林火灿

“寻梦”都江堰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曾经看过几张去过成都的朋友拍回
来的宽窄巷子的图片，觉得雅致得不得
了，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于是，
甫抵成都，心中便想念着那条巷子。

听当地的朋友说，宽窄巷子是成都遗
留下来的保存较完整的清朝古街道，也是
老成都“千年少城”百年原真建筑格局的

最后遗存。如今的少城，只剩下宽巷、窄
巷、井巷三条巷子，成为成都这个古老又
年轻的城市往昔的缩影，一个记忆深处
的符号⋯⋯

成都有句老话，叫“宽巷子不宽，窄巷
子不窄”。大概意思是说，宽巷子并不是
达官贵人的专利，窄巷子也不是平民百姓
的代名词。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
先生也曾这样讲解：宽巷子的“窄”是逍遥
人生的印记，窄巷子的“宽”是安逸生活的
回忆；逍遥安逸、行云流水、顺其自然的生
活态度，便是成都人的精髓。

虽然身边不时响起“咔嚓！咔嚓！”的
快门声，也不时听到南来北往匆匆过客的
方言软语，但在我看来，这丝毫不会影响宽
巷子透露出的一份闲适。两侧的古建筑、
参天的古树描绘着历史的画卷，讲述着历
史的记忆；那虚掩着的各式大门，那门前的
石刻，那木质窗格上的精美图案，那雕梁画
柱，那各种形状的刻有浮雕的水缸，还有街
边的竹椅、藤椅⋯⋯到处都是一幅幅具有
浓郁怀旧特色的老照片。

念旧、休闲的时光里，有人已经坐在巷
弄边卖家搁置的茶座藤椅上，泡一杯功夫
茶，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看那精湛的功
夫茶表演柔中带刚，刚中有柔。然后，时不
时地抬起头，从指缝中看那灰瓦白墙，慢慢
细数逝去的时光。

也有人走进了雅致的茶馆，欣赏优雅

的茶道表演，品一杯香茗，听一曲古琴，纵横
天下事，惬意至极！

还有一些人干脆被远处小吃摊擂响的
鼓声吸引，来一碗川北凉粉、点一串炸团
子、再加一杯酸梅汤，在已经是夏季的成
都，怎一个爽字了得！又或者，在听过“当、
当、当”三声响之后，将香甜软糯的三大炮
放在嘴里，细细品尝其中的成都味道，也是
件美事了。

而走在与宽巷子相邻的窄巷子里，感
受到的却是别样的现代气息。窄巷子里更
多的是年轻人，也有很多外国朋友会选择

在龙堂客栈这样的青年旅社停留、住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年轻人坐进了不同

风格的酒吧，或沉浸在浪漫的萨克斯音乐
中，或听婉转曼妙的怀旧歌曲，或分享摄影
艺术的魅力⋯⋯思绪在这里尽情地放飞！

穿梭其间，无论是时尚还是保守、古老
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中国，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一份空间。这就是宽窄巷子，这就是
最成都的宽窄巷子。她保留了成都很完美
的历史，她每天以同一种风情等待着过客，
永远没有最早，永远不会太迟。所以，既然
来了，你能不去宽窄巷子坐坐吗？

悠闲时光里宽窄巷
本报记者 牛 瑾

成都宽窄巷子一角。

在宽窄巷子体味市井生活。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将青春奉献在美丽的土地上，送出温暖⋯⋯”6

月2日，在一首青春洋溢的四川省成都市青年志愿者

之歌中，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志愿者们正式“毕

业”。掌握了丰富知识和熟练英语的他们已经准备充

分，静待最后的“财富时刻”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是成都的城市名片。

都江堰市翠月湖镇五桂社区村民灾后搬进了新

居。村民孙超英（右一）在自家门前辅导孩子们功

课。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成都天府广场成都天府广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