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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将打造国内领先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

成都市作为国家首批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
和四川省产业发展的主承载地，产
业基础扎实、人才资源丰富、创新能
力强、市场前景广阔，完全有基础有
能力发展成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高地。

目前，成都市已聚集汽车制造业
企业 10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249
家、智能网联汽车生态企业110余家，

形成了规模较大、种类齐全、生态完
善的产业体系。下一步，成都市将结
合“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
工作和“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
效、企业满园”行动，立足成都市智慧
蓉城、智慧交通数字底座，依托强大
的算力和数据运营能力，充分发挥超
大城市规模市场及产业优势，与众多

“城市合伙人”一道，合力打造国内领
先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商
业应用高地和运营服务高地。

成果发布
助力成都抢占“智高点”

产品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壮大
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更是培育产业地标、建设
镇园之宝的核心支撑。

大会现场，2024 年“成都造”智
能网联汽车创新产品正式发布，涵
盖智能硬件、网联生态、路侧设施、
综合服务及整车制造五大类别，包
括以成都易控智联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的“车联网智能终端”等为代表的
智能硬件类产品；以成都中科创达
软件有限公司的“舱驾融合 HPC 智
能一体化平台”等为代表的网联生
态类产品；以中信科智联科技（四

川）有限公司的“C-V2X 路侧设备
RSU”等为代表的路侧设施类产品；
以成都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成都经开区 C-V2X 直连通
信服务网络”等为代表的综合服务
类产品；以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
商用车有限公司的“V7-X重型牵引
车”等为代表的整车制造类产品等，
全面展示了成都智能网联汽车的蓬
勃发展态势。

资源链接
畅通“资金端”与“市场端”

大会当天，2024成都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融资对接会及“成都造”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拓市场供需对接会
同步举行，为成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
的平台。

在 2024 成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融资对接会上，中电昆辰、万集科技、
国汽智端（成都）、亿盟恒信等企业的
相关负责人与投资者进行面对面交
流，探讨融资需求和合作机会，促进
了资本与项目的有效对接，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项目的落地与发展。

“成都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拓市场供需对接会则吸引了华体科

技、车路通、万集科技等企业的参
与。各企业代表围绕市场需求、供应
链合作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打通了
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了市场渠道，促
进“成都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的
市场推广和应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11月27日，记者从成都市迎接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信访办理组获悉，截至目前，对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的
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13 件，各
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根据督察要求，现将群众信访举报转办
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进行公开。

截至当日，移交我市的第三十一批信
访举报件113件，均按期办理、反馈，已办
结113件（含阶段性办结），其中：天府新区
6件、东部新区1件、高新6件、锦江7件、青
羊6件、金牛22件、武侯3件、成华13件、龙
泉驿2件、青白江2件、新都6件、温江7件、
双流8件、郫都7件、新津1件、都江堰5件、
彭州1件、邛崃1件、崇州2件、金堂1件、大
邑2件、蒲江3件、全市社会面问题1件。

截至当日，移交我市的前三十一批
信访举报件3340件，均按期办理、反馈，
已办结3340件（含阶段性办结），其中：天
府新区199件、东部新区14件、高新181
件、锦江298件、青羊215件、金牛361件、
武侯340件、成华289件、龙泉驿190件、
青白江28件、新都159件、温江152件、双
流268件、郫都159件、新津43件、简阳25
件、都江堰117件、彭州50件、邛崃20件、
崇州105件、金堂26件、大邑56件、蒲江
21件、全市社会面问题24件。

扫 码 查 看
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
改公开情况

11月27日上午，成都大学临床
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吕欣桐医
生正和往常一样为患者看病。“叔叔
你这个情况不该挂我们这个科，我
帮你转诊到骨科就诊，你直接找导
医处理一下就行了。”一边操作着手
上的电脑，吕欣桐医生一边帮患者
完成转诊。

记者了解到，在成都大学临床
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经常会遇
到挂错号的患者。“以前遇到这种
情况，患者只能重新挂号，但现在
因为医院开展了‘一人就诊只挂一
次号’的试点工作，患者无须再反
复跑路，由医生通过科间转诊机制
完成转诊，患者直接至相应专科就
诊即可，不用再重新挂号。”吕欣桐
医生说道。

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
院门诊办公室主任王京告诉记
者，这次在医院实行试点的“一人
就诊只挂一次号”主要针对两种
情况：一种是首诊医师完成本专
业疾病诊疗后，经病情评估，患者
有与本次疾病相关的并发症，需
转诊至其他专科进一步诊疗，可
通过院内“一卡通”转诊机制，将
患者转至并发症相关的科室就
诊；另一种是针对挂错号的患者，
首诊医生评估后可通过系统科间
转诊机制，将原本挂错的号直接
转给相关科室医生，省去了退号、
再挂号的流程。

“这一举措一方面帮患者节省
了一部分挂号费，另一方面帮患者
节省了再挂号时间。从开始试点到
现在，我们有3000多人次的患者享
受了此项服务，并顺利完成诊疗。”
王京说。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四川
建设美丽四川 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十一批）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11月26日，2024全球熊猫伙伴大
会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白
江在此次大会上设展区，展现老成都烟
火味与新成都国际范和谐统一的青白江
城市形象。

走进青白江展陈区域，颜色鲜艳、各
具特色的产品琳琅满目。这里主要展出
了城厢古城文创产品和亚蓉欧国家（商
品）馆进口商品，寓意青白江古城历史与
现代文明水乳交融，传统与时尚交相辉
映的独特气质，助力建设“一带一路”人
文交流窗口，助推天府文化走出去。

展区内，憨态可掬的“厢都都”也引来
不少关注的目光。“厢都都”是城厢古城的

IP，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和城厢千年古建筑
等抽象元素植入了抱枕、陶瓷杯具套装、
徽章、冰箱贴、钥匙扣、杯垫、书签、帆布
包、摆件等文创产品，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这些产品都很特别，很多是第一次
见。我特别喜欢这个巴基斯坦的工艺
品，不仅做工细腻，看起来也特别有历史
厚重感。”参观者张智听了工作人员的介
绍后，表示有时间一定会去亚蓉欧国家
馆好好地看一看、逛一逛。

亚蓉欧国家（商品）馆是青白江对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商品展销与文
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目前已签约
意大利、法国、荷兰、希腊、波兰等35家
国家（商品）馆。

“厢都都”亮相全球熊猫伙伴大会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飞） 11月27日，由成都市人社局、市
经信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
务局、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
妇联9个市级部门和彭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成都市第十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彭州开幕。此次比赛以“技能造就未来、
人才赋能发展”为主题，紧扣我市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需求，设置无人机装调与
检修、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子技术等 10
个赛项，充分体现了以产引才、以才促

产、产才融合的鲜明导向。吸引了全市
23个区（市）县的23支代表队共428名选
手齐聚一堂，“竞”显身手。

本届大赛也是四川省内首次将民
宿管家作为职业技能竞赛项目。比赛
除了考查选手对《民宿管家国家职业标
准》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
要根据选取的主题对民宿设计理念、服
务项目、特色产品等内容进行推介，并
对中餐摆台及中式铺床等技能进行实
操考核。

428名选手显身手

成都第十届职业技能大赛启幕

“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
试点情况如何？

在2023年8月成都市
印发的《改善就医感受提
升患者门诊体验工作试点
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中，优化门诊举措
的第二条提出对“一人就
诊只挂一次号”进行试点，
提出为合并多种疾病、需
要跨科室就诊的患者提供
跨科预约服务。目前，《方
案》印发一年有余，针对这
一政策的试点情况，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实行“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为合并多种疾病、需要跨科室就诊的患者
提供跨科预约服务，患者凭居民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凭证享受一次挂号多
科就诊。首诊医生完成本专业诊疗后，根据病情评估将患者转诊至其他科
室诊疗，患者无须再次挂号。

——《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门诊体验工作试点方案（试行）》

涵盖智能硬件、网联生态、路侧设施、综合服务及整车制造五大类别

一系列“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产品发布
抢占“智高点”，成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发展按下“快进键”。在
成都市大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
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建设的
关键时期，2024成都智能网联汽车

“车路云一体化”产业发展大会暨
新政策新产品发布仪式于11月27
日在成都举行。大会会聚了政府
部门领导、行业专家、知名企业家
等300余位嘉宾，共同探讨智能网
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在成都的
具体实践与发展路径。

据了解，尽管成都在2023年才
开始正式试点“一人就诊只挂一次
号”，但在实施之前，相关部门组织
专家团队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调
研。调研过程中发现，全国推行类
似“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服务的医
院相对较少。

记者通过梳理了解到，目前聚
焦相关服务的报道数量也相对较
少：2023年8月，有相关媒体报道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全面推出“一次

挂号看三科”的服务，让患者只需掏
一次挂号费，就可以享受多科室的
延续诊疗，切实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减少患者来回跑路；2024 年 6
月，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医院宣布开
启“一次挂号管三天”“一次挂号多
科就诊”就诊模式，适用范围包括普
通门诊和专家门诊；2024年7月，贵
州省麻江县人民医院推出“一号管
多科”服务，首诊结束后，如患者需
转诊至其他科室，可通过门诊护士

站免费转诊，并按当前队列顺序等
候就诊。从时间上看，这些医院的
尝试均晚于成都的试点时间。

“就目前情况来看，至今为止，
‘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这一试点工
作仍处于不断探索推进的状态。”王
京坦言。

“门诊是患者就医的第一站，承
担着广泛的医疗服务任务，门诊的医
疗秩序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就医体
验。现在医院在不断摸索，我们也在
尝试着寻找、打开突破口，希望通过
更多方式举措推动患者就医体验的
改善。”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
玮 文/图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目前“一
人就诊只挂一次号”在市民中的知
晓率并不算高，大部分医院也尚未
开始推行这一服务。

据了解，“一人就诊只挂一次
号”仍处于试点阶段。成都市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试点是为了更
深一步了解政策与实际情况的适
配性，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
试点发现了“一人就诊只挂一次
号”的实施还有一些未打通的环
节，同时也需要医保、财政等多部门
的支持协作。

记者了解到，“一人就诊只挂一

次号”的推广，主要涉及硬件要求和
软性需求两方面问题。对医院而
言，与“一次挂号管三天”相比，跨科
室就诊涉及整个医院所有医生号源
的统筹协调，“工程量”相对较大。
对患者而言，也有人担心正常的看
诊秩序会被打乱。

“现在大医院医生看病，基本上
号都是排满了，甚至需要提前几天
预约，这种情况下增加其他科室转
诊过来的患者，会不会在无形中压
缩正常挂号排队患者的看诊时间？”
市民孙先生说。

比起看诊时间被压缩，邱女士

更担心候诊时间会变长，“现在都是
网上挂号，提前排队，通过其他科室
转诊过来，要么‘插队’，要么排在所
有人后面。前者让正常排队的患者
等候时间变长，后者让转诊患者等
待更长时间。”

同时，也有患者对这一政策表
示支持：“毕竟患者对自己的病情
判断不专业，存在挂错号的问题，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策，确实会方便
不少。”

据了解，试点期间成都大学临
床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数据统
计，试点一年来，享受“一次挂号管
三天”服务的患者约 9000 人次，享
受“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服务的患
者约3000人次。从数据来看，患者
对“一人就诊只挂一次号”的需求量
比不上“一次挂号管三天”。

一次挂号多科就诊

试点医院：
一年时间

服务3000余人次

相关政策目前尚未推广

市民担忧：候诊时间会不会被延长？

全国范围内实施医院较少

相关部门：尝试着寻找、打开突破口
最潮打卡地 感受工业遗迹发展新力量

上接01版

新场景不断涌现
跟着央视直播逛东郊记忆

过去3年来，东郊记忆向着国际时尚
产业园转型，以首店、首展、首演来做原创
力赋能，既引来了众多新职业群体的主理
人，也引来了活力满满的年轻消费者。

直播中，主持人与张义荟穿过热闹
的中央大街，行走在工业横街，巨大的工
业烟囱、纵横交错的管道、褪了色的红砖
厂房，与青春潮流的年轻人相映成趣，共
同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工业遗迹新图
景。而每当夜幕降临，工业横街将摇身
一变成为赛博朋克艺术街区，各色霓虹
灯光与工业遗迹相遇，科技感和工业风
碰撞出奇妙火花。

火车头广场的绿皮火车车厢，是东
郊记忆的标志性拍照地，无数从天南海
北奔赴成都的游客，总想与它来张合
影。随着东郊记忆持续推进文旅融合，
绿皮火车车厢早已不光是一个景点，还

能在里面喝下午茶，静静感受东郊记忆
的潮流涌动。节目中，主持人与张义荟
来到火车车厢内部的主题咖啡馆里，用
DIY咖啡机定制了一杯东郊记忆和一杯
央视频的主题咖啡。只需将喜欢的图案
传到咖啡机的图库中，便可以在极短的
时间里获得一杯造型独特的咖啡。

在园区北街美食区，主持人与张义荟
品味了成都的传统美食，感受浓浓的人间
烟火气；去到了成渝城市记忆馆，对首发
的“东郊天团”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
目中心举办的“工业遗迹创新创意盛典”
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高炉录制。作为此次
盛典的分享案例，成都传媒集团东郊记
忆率先亮相。巅峰时期日客流量超过
10万人次，同时人均停留3个小时以上
是怎么做到的？园区里又有哪些“黑科
技”？欢迎大家关注11月28日晚9点58
分在央视财经频道（CCTV-2）播出的

“工业遗迹创新创意盛典”，一起解锁东
郊记忆的“秘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成都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27号线一期车站亮相

上接01版

全新体验
智慧车站助力舒适出行

“两条新线从建设到运营，都以智
慧、科技编织着城市生活的绿色出行和
舒适生活。”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二中心副主任杨帆说。

走进新线，智能化车站服务随处可
见。在车站出入口，通过车站智慧屏显
系统可掌握首末班车时间、车站公告、导
向信息等内容；站厅内，智能客服与人工
客服“双上线”，为乘客提供帮助。

记者发现，候车站台的电子显示屏
能实时显示车站信息、列车行程、车厢舒
适度，市民可根据屏幕显示的“舒适”“较
舒适”“拥挤”来选择合适的车厢。此外，
车站还配备了乘客对讲器，有需要的乘
客可通过对讲机直连车控室，向工作人
员寻求帮助。

杨帆介绍，8号线二期、27号线一期

全线应用智慧车站、智慧维保功能，实
现智慧开关站、视频全景巡站、智慧客
流、机电设备状态巡检及自诊断、消防
渗漏水监测、给排水汛情预警等创新功
能，系统自动化程度高，能有效提高车
站运营效率、设备巡检效率和运维质
量。与此同时，车站采用风水联动系
统，实时监测站内环境指标，优化空气
质量，节能环保，提升乘客舒适度。

各车站暖心配备无障碍卫生间、儿
童专用洗手池、儿童马桶等，并在母婴室
配置婴儿护理台、哺乳间、洗手池等设
施，助力构建全龄友好出行。

两条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扩大城市
轨道交通覆盖范围，补强城市北部、西部
区域的轨道交通网络，加强龙潭寺片区与
中心城区、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与中心城
区的串联联系，极大提高周边市民群众出
行通勤效率，为调整城市结构、促进产业
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摄影 胥瑞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