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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冷空气再次席卷成都，人们纷纷裹上厚厚的棉
衣、羽绒服。昨日傍晚，四川天府新区新兴街道简华村工作人员
李兴树来到居民曾书龙老人的家中。

“曾爷爷，我今天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缺什么物资。这几天
天气冷，风又大，您尽量少出门，万一要出门，也一定要注意保暖
哈。”一边说着，李兴树一边检查了房间的水电、燃气和门窗的情
况，“要是想在家里烤火，一定要注意通风，要是有什么需要，可
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原来，曾书龙是简华村的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因为工作的关
系，长时间不在身边，为了让老人更好生活，新兴街道平时就安
排工作人员和网格员上门关心，这次遇到天气降温，街道第一时
间组织人员上门查看。

“独居老人、残疾人生活面临各种不便，在特殊的天气，尤其
需要我们关心。”新兴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这几天，他们组织 33
名“两委”人员，82名微网格员入户走访特殊困难老年人、残疾人
等 225 人，关心他们的生活物资保障，讲解烤火取暖安全，“一旦
发现他们有困难需要解决，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在成华区青龙街道致强社区，85 岁的黄永碧和邻居也得到
社区的上门关心，志愿者带上烹制好的食物，让老人不用出门就
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同时也对他们的居家安全做了排查，并给
他们耐心讲解了安全用气、电、水的规范操作。“我孩子在外省工
作，有你们上门关心、陪伴，我感觉更幸福了。”

另悉，在青羊区少城街道商业街社区，社区结合“微网实格”
治理体系，对特殊困难人群进行摸排，建立特殊困难服务对象摸
排信息台账和巡访关爱服务台账，并根据不同人群风险状态、走
访关爱需求程度进行“红黄蓝”三色标注，分类开展走访服务。

“目前，我们社区有 97 位特殊困难群众，这几天，我们组织
网格长、网格员，通过入户看望、电话问候、视频联系等方式，收
集了解他们的最新情况，宣传安全用电、用气知识，并对有需要
帮助的群众提供支持。”商业街社区相关负责人说，在平时，他们
也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单位志愿者、医务志愿者、商家志愿者、
儿童志愿者等力量到困难人群家中，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义
诊、理发、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关爱服务。“无论现在还是平
时，我们都努力确保辖区特殊困难群众有人问、有人帮、有人扶，
为困难群众生活增添安全感和幸福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2月22日，记者
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 1 月全省水环境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已公布。其中，全省 203 个国考断面中，200 个达到Ⅲ类及
以上水质，优良断面占比98.5%，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1 月，全省 203 个国考断面中，200 个达到Ⅲ类及
以上水质，优良断面占比 98.5%，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203 个
国考断面中 157 个断面达到Ⅱ类及以上水质，占比为 77.3%，同
比上升 25.6 个百分点。其中，Ⅰ类水质占比 27.6%，同比上升
13.9个百分点；Ⅱ类水质占比为49.7%，同比上升11.8个百分点。

1 月，全省 142 个省考断面中，138 个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
优良断面占比 97.2%，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142 个省考断面
中 104 个断面达到Ⅱ类及以上水质，占比为 73.2%，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其中,Ⅰ类水质占比 17.6%，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
Ⅱ类水质占比为55.6%，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

1 月，四川省列入考核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314
个，其中列入考核并开展达标评价的水功能区 285 个，依据全因
子评价，达标水功能区283个，达标率99.3%。

此外，在13条主要河流考核水质状况方面，1月，雅砻江、安
宁河、赤水河、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琼江、
黄河11条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断面占比均为100%。长江（金
沙江）流域 35 个国考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达 34 个，占比 97.1%。
沱江流域37个国考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达35个，占比94.6%。

气温骤降
社区为居民送温暖

“万名医护走基层 新春健康送下乡”第三场

一场活动服务三地居民

四川1月水环境成绩单出炉：

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达98.5%

“成都市的医生来了，快来排队。”上
午 9 点，彭州市九尺镇兴隆街的广场上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听说成都市三甲医院
的医生要来义诊，不少居民早早来到广场
等候。

昨天，由成都市卫健委和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联合主办的“万名医护走基层 新
春健康送下乡”活动第三场在彭州市九尺
镇举行。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第
六人民医院、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彭州
市人民医院、彭州市中医医院、彭州市妇
幼保健院和九尺镇卫生院的 20 余位专家
来到现场，为九尺镇的居民提供义诊等健
康诊疗服务。

连续两年
中医专家“全勤”参加活动

据了解，九尺镇常住人口约 5 万人，与
三界和濛阳交界，形成了三角形布局。本
次活动选择在九尺镇开展，同时满足了 3
地居民的问诊需求，这也使得来到现场问
诊的居民格外多。

早上刚在菜市场买完菜的肖先生听说
成都市的医生来镇上了，提着菜就来到现
场，一头扎进了人群。检测完血糖，又去领
取了中药大锅汤，一饮而尽后肖先生又在
问诊处排起了队。“活动办得特别好，可以
让我们免费看病，感谢主办方组织了这么
多医生过来，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心里很
暖。”肖先生说道。

作为活动的“老朋友”，去年参与过送
医下乡的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
袁学刚，今年也如约坐在了“万名医护走基
层 新春健康送下乡”活动的专家席上。看
着和去年同样热闹的现场，他觉得老百姓
的热情是对义诊活动最好的肯定。“连续两
年参加活动了，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
城里的医生到乡村开展义诊，不仅是将大

医院的医疗技术送到基层来，也让我们有
机会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健康理念，希望
以后能多一些这样的活动。”

老年科专家
零距离服务老年患者

记者注意到，这次来到义诊现场的居
民大多是老年人。这使得成都市第八人民
医院老年综合科副主任医师王坚面前的队
伍格外长。他告诉记者，来找自己问诊的
老年人大多患有慢性病，其不适症状的产
生和服药依从性不高脱不开关系。“我想这
也是下乡义诊的意义，和老百姓零距离交
流，让我们了解到基层真实的情况，也让他
们意识到慢性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

这边的义诊如火如荼，另一边，成都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科主治中医师郭
兰则坐上了救护车，赶往患者家中。检查
患者意识，询问既往病史⋯⋯面对因老年
痴呆长期卧床的老人，郭兰细心又耐心，
这让患者家属秦女士感动不已，“大医院
的医生直接到家里来看病，真的太感谢你
们了。”

“这次活动让成都三甲医院的专家实
实在在走到基层来，服务了我们的老百
姓。”彭州市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疾
控局局长罗亚表示，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最
终能够促进小病不出村、一般常见病和多
发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格局逐步
形成，加快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于民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张伟进

昨日，成都市武侯区 20 号体育公园内
张灯结彩、年味十足，以“运动贺新春·全民
迎世运”为主题的世运会“万人千场”友谊
赛火热开启，近千名市民群众参与其中。
2025年，成都将举行第12届世运会，随着赛
事脚步日益临近，可以全民体验的健身运
动源源不断，一场场街头世运项目体验赛、
友谊赛、一月一主题的世运“新十二月
市”⋯⋯运动氛围已然成形。

世运会是非奥运会项目最高水平的国
际综合性运动会。围绕提升成都世运会比
赛项目关注度，进一步丰富打造成都“新十

二月市”的消费新场景，同时立足“世运之
城·无限成都”的出发点，一月“友谊”主题
刚过，二月“欢乐”主题继续，龙年运动不停
歇，将中国传统春节文化与迎接 2025 年世
运会的精神有机结合，展示市民喜迎新春、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对世界体育盛事
的热情期待。

在昨天的活动现场，啦啦操、跆拳道两

个项目极具观赏性，同时互动性强，现场邀
请了成都市运动舞蹈艺术家和成都市武术
协会专业老师、成都体育学院武术专业学生
进行展演，展示了饱满的精神面貌，舞动出
青春的绚丽，开场即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结合成都三国文化元素，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新春民俗游园会和“世运友谊角”。
投壶、蹴鞠、捶丸、射箭、木射5个游园项目，

搭配一系列世运会项目科普类展板，让参
与者沉浸式体验春节传统文化和世运项
目，了解武侯区的人文历史之美和世运会
历史背景与竞赛项目种类。

“太有趣了，下个月什么时候在哪里
举办？我还要来！”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
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世界运动会“万人千场”友谊活动火热开启

发掘与探索本土特色植物
让乡土植物成为城市名片

据公开资料显示，成都市域有高等植物 233 科 1412 属 4459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74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在野生花卉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自主选育创新花卉品
种尤为重要。为加强乡土植物的研究与应用，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局正着力推动“公园城市特色植物景观体系构建
与应用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将具有特色的乡土植物应用于城
市绿化中。

就在春节，为推进更具特色的乡土植物走进蓉城街头，在
天府广场使用陕西羽叶报春，在红星路及天府大道绕城中分带
中，使用角堇新品系浅粉色“粉翅”、冰蓝色角堇等花卉植物进
行组合栽植，呈现渐变色系花卉色带。

此外，成都还在探索面向成都建成区展开植物资源调查收
集、引种驯化、评价筛选、乡土植物营建技术等研究，构建起基
于不同应用目标的乡土植物应用研究体系，并将一系列研究成
果在成都建成区绿地中进行应用示范，构建出群落稳定且具有
本土气质的植物生态展示园。

“乡土植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当地的特色物种，是一
个区域文化底蕴的‘名片’。而且乡土植物经过长期自然选择，
对本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应更好，种植过程能够保证比
较高的成活率，后期还可以通过种子繁殖或无性繁殖不断进行
更新演替。”邓童说，下一步还将重点加强乡土野生花卉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充分发掘与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植物，让更多乡
土植物走上城市街头，打造更具地域特色的公园城市景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摄影 熊一凡

60万株报春花
从苗圃走上成都街头

报春花是世界著名三大高山花卉之一，因
花期早且花色艳而闻名。

记者昨日在成都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的永
宁苗圃看到，来自高山的高穗花报春、球花报春
和灯台报春，正在人工气候室内开花。据悉，永
宁苗圃是成都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三个花木培
育基地中的一个，永宁苗圃为来自高山的报春
花特别建起了一个“保温棚”，通过控制温度、水
分、光照等参数，让这些高山花卉提前开花，用
以丰富冬春季节报春花的种类。

“四川拥有丰富的野生报春花资源，但由于
花卉产业起步晚，发展慢，一直以来这些花儿在
扮靓城市景观上应用较少。”邓童是成都市永宁
苗圃的工作人员，她介绍说，目前已实现青城报
春、海仙报春等十余种报春花属植物的繁殖，初
步筛选出适宜应用于成都市区的种类，在苗圃
测试表现良好后即将应用于成都市区。

据了解，永宁苗圃去年共供给 60 万株报春
花从苗圃走上成都街头，今年 8 月份预计将培
育等同数量的报春花，后续再分别移交给位于
郫都和崇州的苗圃，待报春花生长成熟时，再为
成都街头“穿花衣”。

申报报春花新品种
让高山花卉“不高冷”

“正在进行报春花的新品种研发。”走在温
室大棚中，邓童介绍起身旁正值盛花期的报春
花，这些正是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联手四川农
业大学共同培育研究的报春花新品种：“瑞雪”

“飞羽”“胭脂蜀”，这 3 个品种已向国家林草局
提交了新品种权申请，将在今年由专家从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三个方面进行评审。

这些新品种具有观赏价值高、抗逆性强、花
期长、生态幅广等多项优点，打破了我国报春花
卉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种占领的“卡脖子”难题，
也为川花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

新品种的培育需要多长周期？以杂交手段
为例，从前期收集野生样本到筛选合适苗种，再

培育报春花新品种为成都街头

﹃
穿花衣

﹄
在刚刚过去的春

节，万花点缀公园城
市。其中，报春花作
为春季花卉的代表植
物之一，迎接着春天
第一缕芬芳，绽放在
成都天府广场、迎宾
大道、二环路、三环路
等地点，以鲜艳色彩
点亮新年期许。记者
昨日了解到，成都正
在培育报春花新品
种，将为成都街头穿
上新“花衣”。

到后续的杂交实验、稳定性测试等，往往需要长达
10余年的时间。

据永宁苗圃高级工程师张潇介绍，此次申报的
“胭脂蜀”，便是从10万株小报春中筛选出的8株变
异株，再通过杂交实验、抗性测试、下地育苗等多个
流程，才最终确定其花形、花色等植株特征稳定，可
以申报新品种评审。“预计2024年还将申报1-2个
报春花新品种，并持续进行杂交育种工作，在未来
还将申报达到新品种评定标准的报春花新品种，丰
富报春花的花色、花形，提升其抗性。” 人工授粉人工授粉

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送温暖

邓童在恒温实验室内观测高穗花报春邓童在恒温实验室内观测高穗花报春

测量报春花花朵直径测量报春花花朵直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