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唐福春 漆长新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徐敏

幸福成都 美在文明 09
2023年11月24日 星期五

核心价值引领 天府文化润城 先进典型示范 市民友善优雅
第177期

联系电话：962211 电子邮箱：cdrb962211@qq.com

穿针、走线、踩动踏
板，48 岁的杨秀梅端坐

在缝纫机前，神情专注地缝补着手中的衣物。在高新青年公
寓5号苑幸福驿站这间十来平方米的缝纫坊里，室内缝纫机的
滴滴答答声汇成了一曲动人的乐章。缝纫坊的主角杨秀梅，
是成都园区MCEBG事业群Mac(I)产品处工安部的一名普通
女工。今年9月，杨秀梅被评为第七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身高刚过一米三的杨秀梅，有着不普通的另一面。杨
秀梅干过住家保姆、餐馆服务员、福利院护工和沙发厂缝纫
工，现在是成都高新区西区某工厂的一名普通女工、成都高
新区西园街道天全社区志愿者骨干。

据了解，2017 年入住青年公寓 5 号苑后，杨秀梅先后加
入社区“三长”队伍、助残志愿服务队、幸福驿站志愿服务队，
是“杨大姐缝纫坊”的创始人。6年多来，每个周末，杨秀梅都
在幸福驿站为居民免费缝补衣服，累计为 4800 多名居民提
供过裁剪缝纫的服务。此外，她还协助社区开展宣传工作、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和疫情防控。她先后获评2021年成
都市“十大感动人物”、2022年第一季度成都好人。

杨秀梅的每一针每一线，看似简单、平凡，但这针针线
线穿起来的，是她的感恩与奉献，是她努力想要实现的人生
价值。“挺意外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小事。这份荣誉更让我
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杨秀梅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他们帮助女性患者
走出困境、重返社会

寓教于乐
轻松愉悦中学分类知识

一段生动独特的舞蹈《垃圾不乱弃，变
废为宝有意义》，在寓教于乐中展现垃圾分
类情景，现场市民轻松愉悦学习到垃圾分类
的要点，了解到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意义。

一个老伯因自己心爱的盆景枯萎了而
心生闷气，与垃圾分类志愿者发生了语言上
的冲突。而盆景枯萎的原因竟是一节含汞
的废电池⋯⋯垃圾分类主题小品《随手一
分·幸福十分》讲述了社区邻里之间的小故
事。曲折起伏的情节让现场观众在笑声中，
轻松记住了有害垃圾“汞”以及其他一些有
害垃圾的知识。

现场节目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居民群众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传播“绿色、低碳、环保”
的生活理念，带动更多市民养成分类投放垃
圾的好习惯，使垃圾分类成为人人皆知、人

人皆守的日常行为习惯。

细节入手
活动现场分享分类小妙招

“饮料瓶要清除残留物洗干净晾干，才
是分类投放的正确方式。”活动现场，市城管
委固废处从垃圾分类中大家容易忽视的细
节切入，针对市民平时把一次性餐具和餐厨
垃圾混合、废药品扔到其他垃圾等错误做
法，教大家认识垃圾分类的标识和正确投放
方法。“饭菜果皮茶叶渣，厨余垃圾要分家；
金塑纸玻可再生，可回收物不乱扔⋯⋯”一
句句朗朗上口的垃圾分类口诀，进一步加深
了大家对垃圾分类的记忆。“垃圾分类投放
学问多，改成这种口诀就好记多了。”来自高
新区盛乐社区的居民王女士表示。

“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对于我们来说，最力所能及的就是垃圾分
类。”成都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谢香

兰说。她以一组数据说明绿色发展道路上，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每回收利用
1 吨废旧物资，平均可节约 4.12 吨矿产资
源，1.4 吨标准煤或者 3.72 吨二氧化碳。”她
表示，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系统工程，
提倡多元共治，让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

结合目前社区实施垃圾分类的现状和
难点，高新区石羊街道盛乐社区分享了垃圾
分类的优化升级探索，如建设 48 个标准化
投放点位、对中转房改造升级、培育 23 支环
保酵素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学校协同等。“接
下来，计划引进厨余垃圾分拣器，引入智慧
投放系统，使垃圾分类标准化提档升级。”盛
乐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共同倡议
大家做垃圾分类的行动派

“垃圾不分类 ，会污染空气、污染水
体。”“污染环境，对身体健康有害。”“还容

易发酵，产生甲烷等可燃气体，有巨大的安
全隐患。”随后，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成都
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成都饮食公司
企业代表和市民代表围绕“垃圾不分类，真
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吗？”“共同探讨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现状和未来发展”等话题
进行了探讨。协会、企业、社区、市民从不
同角度出发，围绕“让垃圾回归万物应有的
循环”，纷纷为“如何更好更快更有新意地
落实垃圾分类工作”支招，为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献策。

弘扬文明新风尚，让垃圾分类理念深
入千家万户。为促进人人树立绿色环保理
念，成都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成都市物业
管理协会、成都市餐饮同业公会等 9 个协
会，与文明公益大使、志愿者代表和学生代
表共同倡议做垃圾分类的行动者、绿色生
活的践行者，共同营造垃圾分类的良好社
会氛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文/图

垃圾分类在指尖 文明风尚在心间
成都市举行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陈蕾是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副院长、神
经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以来致力于女性癫痫患者生
育全过程的精准诊疗，帮助女性患者走出困境、重返社会。

她是 2021 年度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获得
者，曾主编全球首部《女性癫痫》学术专著，填补该领域空
白，用科学家精神凝聚起了女科技工作者前行的动力。

癫痫，尤其是女性癫痫生育健康问题，是陈蕾最近 12
年以来最重要的工作。2009年，陈蕾在华西附二院产检时，
陈蕾听到排在前面的孕妇小心地询问：“医生，我有癫痫，对
孩子会不会有影响？”妇产科医生自然无法给出确切的回
答。陈蕾觉得，自己应该要花点时间寻找答案。坐月子期
间，她不顾家人“不能老是看电脑”的唠叨，趁他们出去买
菜、遛弯儿的间隙，看完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接下来，她
全身心扑在了解决女性癫痫生育问题上，在癫痫女性生殖
内分泌防治、孕期抗癫痫药物浓度检测、耐药新机制、癫痫
预警等方面，她不断取得了首创性研究成果。

作为一名女性、一名母亲，更是一名医生，陈蕾深知每
个癫痫女性的生育健康问题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社会
的稳定。陈蕾和作为中医专家的丈夫冯培民支持互助，并
以身作则教导 3 个女儿，全家形成了团结互助，乐善好施、
勤奋好学的优良家风。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袖珍女工”免费缝补弘扬美德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
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齐出一分
力，共担一分责，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1月22日下午，成都市精神
文明建设办公室在高新区大源中央
公园举办的“分类在指尖 文明在心
间”垃圾分类主题活动中，成都市物
业管理协会代表、成都饮食公司代
表、文明公益大使、学生代表和志愿
者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倡议大家积
极参与垃圾分类，成为垃圾分类的
行动者、绿色生活的实践者，为文明
成都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次活动由成都市精神文明建
设办公室、市城管委主办，成都高新
区文明办、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
城市管理局协办，成都市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会承办，成都高
新区石羊街道盛乐社区支持举行，
旨在引导大家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来，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为文明
城市建设增底色添亮色。

市民在活动现场学习垃圾分类

科技赋能支撑
成都创新推进模块化应急指挥体系建设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常住人口超过2100

万的超大城市，成都市坚持以

科技赋能，着力构建常态应急

与非常态应急相结合、纵向联

动与横向协同相协调、数据支

撑与专业保障相统一的模块

化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超

大城市应急能力。

1 月 4 日，成都市彭州市龙门
山镇9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突然失
联，而当地地形复杂，山区无信号，
卫星网络也不稳定，救援存在困
难。“在接到现场救援模块反馈后，
我们立即通过成都应急指挥信息
系统调度远东高科和无线电保障
队，使用系留无人机搭建自组网回
传搜救现场音视频信号，采用背负
短波电台伴随救援队员保障，保证
了失联驴友和搜救人员的安全。”
成都市应急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应急通信是开展应急管理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十四五”
规划要求加强极端条件下应急救
援通信保障能力建设。为全面加
强灾害事故现场态势感知能力和
信息传输能力，成都市应急局在局
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救援和减灾
技术中心）成立2支通信保障队伍，
配备长航时无人机、卫星通信车、

自组网系统、800M 电台、布控球、
单兵图传等装备，确保日常和应急
两种状况下的通信保障；整合移
动、电信、中讯邮电（联通）、远东高
科和无人机公司、无线电爱好者队
伍等资源，成立 7 支专业通信保障
队伍，利用 3 台卫星通信车、21 台
通信基站车、3台系留无人机平台、
18 架无人机、自组网系统、短波电
台等装备，全面加强应急和极端状
况下全域现场态势感知和通信链
路保障能力。

“‘2+7’应急通信队伍的成立，
不仅破解了极端条件下通信保障
难题，同时还增强了现场态势感知
能力，搭建了全域性应急通信网
络。”成都市应急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公网通信基站和卫星专
网不能正常使用时，利用通信基站
车等关键装备，可以增强4G、5G公
网信号覆盖面。在断网断电情况

下，只要断路直线距离在 5 公里范
围内，就能利用系留无人机搭载通
信基站和自组网系统，保障现场音
视频信号畅通；如果断路直线距离
超过 5 公里以上，也可以利用背负
式短波电台保障语音通信畅通。
同时，通信保障队伍配备的无人
机、通信车、布控球、单兵图传等装
备，能够提供 3 到 4 个点位灾害事
故现场的实时音视频信号传送，中
讯邮电可利用现场回传图像快速
建立事发区域地形地貌三维模型，
为辅助决策提供支撑。

如今，成都市应急局已通过下
属 2 支通讯保障队伍牵头，分别与
7 支专业通信保障队伍、23 个区

（市）县应急部门的通信装备实现
了互联互通，并通过每周开展训
练，初步构建了多点贯通、一体成
网、全域保障、技术可靠的应急指
挥通信网。

成立

﹃

2 + 7 ﹄
应急通信队伍

提升极端条件通联性

2022 年 8 月 13 日，彭州市龙门山
镇龙槽沟突发山洪，在救援过程中，成
都市应急局第一时间利用指挥信息系
统向救援人员发出调度指令，推送现
场气候趋势、地形地貌等信息，为高效
救援提供支撑，成功转移和疏散涉险
群众98人。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应急管
理部门作为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信息汇
聚和统筹协调枢纽和中心，信息化手
段能够助力事前预防和准备、精准监
测预警、事中高效处置救援、事后恢复
重建，整体提升综合应急管理水平。
对此，成都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应对处
置灾害事故全流程的关键环节，打造
了具备值班值守、信息报告、指挥调
度、预案管理、视频会商等17个核心功
能，满足大屏端、移动端、手机端等多
端应用需求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

该系统共享数据 8 万多条，包括
救援队伍等应急资源数据、医院等重
点防护目标数据、地震断裂带等风险
点位数据，实现了应急预案的数字化、
结构化，能够“一键调度”各级力量、

“一键启动”应急响应、“一图指挥”应
急救援。

“和以前相比，我们从扩展紧急
信息来源渠道、强化大数据在应急
指挥中的应用、提升应急指挥权威
性等方面，对应急指挥信息系统进
行 了 升 级 ，提 升 精 准 指 挥 的 智 慧
化 。”成 都 市 应 急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升级后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对
接了智慧蓉城值班值守系统，汇聚
110、120、119 等 信 息 ，融 合 气 象 、水
务、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专业信息
系 统 ，同 步 接 收 气 象 预 警 、山 洪 预
警、地灾预警等数据，打破紧急信息

壁垒，实现了各类预警信息的快速
传递、灾害事故信息的快速响应；指
挥系统在利用自身共享数据开展分
析研判和调度指挥的同时，也能与其
他系统融合应用，如与人口热力、地
震烈度速报和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等
数据互通，能够快速分析受灾区域房
屋倒塌、受灾人员情况，生成辅助决
策报告，精准调度救援力量和物资。

不仅如此，该指挥系统还嵌入成
都市“蓉政通”平台，建立了线上应急
指挥机制，可使指令第一时间横向到
达专项指挥部各成员，纵向到达村（社
区）基层一线；并可自动联通成都市城
运平台“事件交互枢纽”系统，向成都
市级各部门发出权威的灾害事故应对
处置工作清单，然后及时汇集各方工
作信息反馈，形成应对处置合力，确保
各项指挥调度指令快速传递。

升级应急指挥信息系统提升精准指挥智慧化

“报告，我们在排查中
发现城区地下排水管网井
甲烷聚集，部分点位浓度
超过 5%，接近爆炸极限。”

“立即通知相关部门、管网
权属单位和专业队伍协同
处置，迅速消除重大安全
隐患。”⋯⋯这是7月27日
18时发生在成都大运会举
办期间的一幕。预警监测
发现问题能够得到快速处
置，得益于成都市应急局
搭建的“1+5+2”功能模块。

据了解，为了提升应
急指挥的专业性，成都市
应急局在区分各类灾害事
故应对处置特点的基础
上，聚集应急指挥的核心
功能和干部专业特长，在
市、县两级应急部门搭建

“1+5+2”模块化应急指挥
体系：“1”即以局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指挥长，负责全
面统筹指挥；同时，设置指
挥调度、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救灾救助、智慧
应急、宣传舆情“5”个共性
化功能模块，明确具体分
工职责，做到事故发生时
能快速响应；分灾种设置
综合协调、现场救援和调
查评估“2”个个性化功能
模块，负责灾害事故应对
处置的综合统筹，以及灾
害事故救援统筹、指导、协
调等工作。

“‘1+5+2’模块化应
急指挥体系的建立，实现
了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的有
效整合，极大地提升了我
们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
应能力。”成都市应急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在应急指
挥干部队伍方面，各功能

模块通过定人、定岗、定职
责、定流程，每季度常态化
开展指挥要素实战演练，
提高应急部门承担急难险
重任务的关键能力，强化
专项指挥部的指挥能力。
在非常态应急救援方面，
无需启动响应或启动响应
前，由各模块开展自行处
置和先期处置；启动响应
后，各模块加入专项指挥
部各工作组协同开展处
置，确保救援处置衔接有
力。在应急指挥机制方
面，各功能模块把常态化
应急管理与非常态化应急
处置的机制相融合，优化
完善了监测预警、信息接
报、调查核实、会商研判、
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救灾
救助等应急指挥全过程工
作机制，使纸质预案真正
具备了实战化功能。

搭建

﹃

1 +5 +2 ﹄
功能模块

提升应急指挥专业性“1+5+2”
模块化应急指挥体系

■“1”即以局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指挥长，负责全面统
筹指挥

■设置指挥调度、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救灾救助、智慧

应急、宣传舆情“5”个共性化

功能模块，明确具体分工职责，做
到事故发生时能快速响应

■分灾种设置综合协调、

现场救援和调查评估“2”
个个性化功能模块，负责灾害
事故应对处置的综合统筹，以
及灾害事故救援统筹、指导、
协调等工作

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