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齐相关信息，第三次报规通过

2024年11月

施工单位向规划部门两次提交手续
报规，但相关信息不全，未能通过

2024年9月至10月

完成地管安装和立管安装，准备开
展占道接水和入户安装，但占道接
水须办理市政破路手续后才能实施

2024年2月

进场施工

2023年9月28日

开具结算票据

2023年8月31日

收齐改造费用

2023年4月

开始收取“一户一表”改造费用

2022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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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白洋）记者昨日获
悉，《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关
于促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出
台，根据该政策，直管区依法
经营依法纳税的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研制企业及用户企业
单个项目，最高可补贴1000万
元。据悉，该政策自2025年1
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支持建设产业服务平台，
四川天府新区支持企业建设
概念验证、适配测试、检验检
测、小试中试等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对年度软
硬件实际投入500万元以上、
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取得良好
成效的，经评审，按其年度软
硬件投入的30%给予最高300
万元补贴。对年度产生服务
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平台，按
其平台年度服务性收入的
20%，给予单个平台年度最高
100万元补贴。

支持研发核心算法，四川

天府新区支持企业面向计算
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智能
语音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海
量数据处理分析、新型人机交
互、智能决策控制等核心技术
开展创新攻关，对年度研发投
入达 500 万元且年度营业收
入达2000万元的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企业，按年度研发投入
费用的 30%给予企业年度最
高300万元补贴。

支持行业大模型研发应
用，新区对已实现商用、应用
场景不少于5个、当年度营业
收入较上年度正增长的大模
型研制企业，按照大模型研发
应用实际支付的年度算力服
务费用的40%，给予研制企业
年度最高500万元补贴。

与此同时，《政策》明确了
新区支持研制核心智能硬件，
支持首台（套）、首版次产品研
制，支持加大固定资产投入，
支持开展应用场景建设，支持
人才集聚创新，支持入驻产业
特色楼宇的具体举措。

居民疑惑
院里的管道都铺好了

改造施工为何按下暂停键

12月1日，记者来到火车南站东
路 17 号院。这是一个老院落，刚走
进去，记者就看到每个楼栋的外墙
上，都铺设着崭新的银色水管，很多
水管直通住户阳台，但没有入户，暴
露在窗边的管道接口，显示工程尚
未完成。

除此之外，小区地面有明显的开
挖施工，又恢复硬化的痕迹，这些痕
迹直通各个单元，走向分明，脉络清
晰。据居民介绍，这就是前期铺设水
管时留下的。此外，记者在小区角落
还看到一些堆放在地上的管道，有居
民表示，这也是改造施工时留下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供水正常，但
居民还是希望尽快完成施工，用上新
水表、新水管。

“我们前年就开始交钱，去年也
进行了铺设施工。可不知为何，今年
春节后工程就停了下来，大家都感到
疑惑。”居民王先生说，这个小区是上
世纪90年代修建的，水表、管道都很
老旧，之前也发生过爆管、漏水等问
题，虽然现在能正常供水，但说不准
什么时候又会出问题。所以，听说要
实施改造，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支
持。可眼看院里的施工基本完成，就
剩下入户通水这个“尾巴”收不上，大
家难免着急，也产生了疑虑和猜测，

“是拖欠了施工费？是相关部门办事
拖沓？还是院落根本无法进行改
造？对此，大家都很关心，也希望相
关部门给个明确的说法。”王先生说。

记者调查
没有拖欠施工费用

破路施工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工程无法
完结？为此，记者找到了火车南站东
路17号院居民自治小组的负责人宋
先生。

“两年前，我们就收到改造通知
了，居民意见一致，都很支持，也很
期盼。”宋先生说，从2022年年底，他
们开始收取改造费用，322户居民每
户承担的费用为 500 元钱，再加上 2
家商户每家 2000 元，总共是 165000
元，次年 4 月左右就收齐了。为此，
宋先生给记者展示了每家每户签字
认可的收费表、收据，以及一张总金
额为165000元的四川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票据
备注为火车南站东路17号院户表改
造资金（居民部分），盖有火车南站
街道的财务专用章，开票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也就是说，改造
费用去年就收齐了，也交给了相关
部门，不存在拖欠费用的问题。”宋
先生说。

随后，记者找到了火车南站街
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一位姓刘
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改造施工
去年国庆后就开始了，工程分为两
个部分，一个是院落内和每户居民
家的管道铺设，另一个是要接入市
政管网，就是俗称的“碰管”。目前，
院内的改造基本完成，但碰管作业
涉及破路施工，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此前没有开展，就是因为手续还在
进行中。

工程进度
正在积极推进办理手续
春节前将完成院内入户

那么，目前手续办好没有？工程
实施进展如何？就此，记者联系了施
工单位成都环境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据公司介绍，实际上在去年9月
28日，他们就已经进场施工，在今年2
月，完成了地管安装和立管安装，准
备开展占道接水和入户安装。但占
道接水须办理市政破路手续后才能
实施，这需要街道提供部分居民的身
份证复印件、对应的不动产权证复印
件和小区红线图。由于小区年代较
久，部分资料的收集过程耗时也相对
较长。

今年 6 月，材料准备齐全后，施
工单位设计出占道方案图。9 月至
10 月，施工单位向规划部门先后两
次提交手续报规，但因为接水点位
坐标信息不足、居民提供的房产证
地址和院落现地址名称不符，未能
通过。直到今年 11 月，补齐相关信
息，提供证明函件后，第三次报规才
顺利通过。

据介绍，因占道施工位置还需破
除市政绿化，目前施工方正在与市、
区公园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沟通协调，
加快办理相关手续。待绿化破除手
续审批完成后，将立即提请交管、城
管部门审批，待审批通过后，7天内即
可完成碰管。按照计划，将在春节前
完成院内入户工作。

对于接下来的进展，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将持续关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胡锐凯）“快乐之
星”2024 年成都市青少年街
舞比赛11月30日在崇州市唐
风蜀韵景区举行，共有来自全
市各学校、俱乐部的 8000 余
名选手参赛，赛事规模创历届
之最。开赛仪式上，成都霹雳
舞代表队正式宣布成立，接下
来将代表成都参加各类国家
级、省级赛事。

2020 年，霹雳舞作为街
舞重要舞种之一被列入奥运
会正式比赛项目，今年的巴黎
奥运会霹雳舞比赛中，中国选
手刘清漪以出色表现夺得一
枚铜牌，在全国进一步掀起街
舞运动热潮。成都街舞运动
有着良好的民间基础，全市街
舞爱好者已超过20万人。成
都市街舞运动协会成立后，充
分整合资源，规范项目发展，
逐步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

级赛事体系，不断丰富赛事内
容，使项目得到更好发展。“快
乐之星”2024 年成都市青少
年街舞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共
33 个小项，选手人数和项目
设置均为历届最多，这也是成
都街舞运动迅速发展的直观
体现。

本次比赛的开赛仪式上，
成都市霹雳舞代表队正式宣
布成立。近年来，成都霹雳舞
选手进步显著，先后取得全国
锦标赛前4名、学青会比赛前
8名的不俗成绩，多名选手具
备了冲击国家队的实力。

据悉，成都队成立后参加
的首项大赛将是本月在城北
体育馆举行的 2024 年 WDSF
世界霹雳舞锦标赛，届时成都
选手将与来自全球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顶尖运动员同场
竞技，争夺明年世运会的参赛
资格。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何良 实习记者 陈
恬）12月2日是第十三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昨日，由四
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主
办，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承办的“文明交通，携手共
创”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大型
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市高新
区交子音乐广场举行。

主题宣传活动在舞蹈《新
时代交警之光》中，正式拉开
帷幕。随着精彩纷呈的独唱、
金钱板、情景剧和诗歌朗诵等
交通安全系列节目的现场演
出，在多个交通安全知识问答
互动环节的推动下，参加活动
的众多市民认真观看、积极参
与，将活动现场的宣传教育氛
围推向了高潮。

2024 年度蓉 e 行交通众
治最热心市民颁奖仪式也在
活动现场举行。2017 年 7 月
成都交警在全国首创推出

“蓉 e 行”平台，运用“互联
网+”网络平台的新型社会组
织动员模式，探索构建以“政
府主导、企业主力、市民主
体”为核心的现代化城市交
通众治联盟平台，旨在鼓励
和倡导“治乱治堵人人参与、
有序畅通人人受益”的公益
理念。截至目前，“蓉e行”平
台用户总数 789 万。此次评
选活动共评出陈涛、陈思言、
罗迪超、李泽松、张应成五位
热心市民，他们获得了价值
2000元的奖品。

省市交警部门共同呼吁，
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积极行
动起来，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
者、倡导者、传播者，遵规守法
出行，从现在做起、从细微做
起、从身边做起，为文明交通
贡献每一分力量，共同绘制出
绚丽多彩的交通安全画卷，营
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

12月2日，城市考古联盟第二
届理事会议暨城市基建考古交流
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作为全国城
市考古座谈会学术活动之一，四
川、成都、郑州、济南、南京、武汉、
西安等省市文物局，以及30家城
市考古联盟理事单位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围绕新时代城市土地
储备考古前置配套政策措施设计、
市级考古机构人员及经费管理、市
级考古机构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
深度探讨，共同探索城市考古与基
建考古的融合发展之路。

现场，与会代表交流了近年来

各地在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发掘、
考古研究传播等方面的成果以及
遇到的问题。成都市文广旅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关于成都考古发
现、学术科研、文物保护等情况，同
时肯定了联盟成立以来各理事单
位在考古发掘保护、学术研究、公
众考古与教育、科技创新及应用、
考古成果阐释转化等方面取得的
成果。他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关于
文物考古工作和城市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硕果总结，也是进一步强
化联盟理事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
激发创新城市考古新思路、新方法

的又一实际行动。
冬季的沈阳地区天寒地冻，无

法进行考古勘探，使得每年的考古
勘探工作时间仅为3月底至11月
中旬，各区、县（市）政府拟于冬季
收储地块的工作受到了影响。针
对这一问题，沈阳市文物局多方调
研，出台了《冬季土储项目考古勘
探救济办法》，对各区、县（市）拟于
冬季收储且基本达成交易意向的
地块，在向市文物局报备相关资料
后，可以先行收储，后续考古勘探
工作由企业负责申请，在项目施工
前完成考古勘探工作。

苏州市则面临城市更新速度
快、考古工作压力大的挑战。苏
州市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苏州考古工作重心从郊区转
移到了城市，而其中古城区是国
企和政府项目、民生工程等重要
建设项目的聚集区。此前，“考古
前置”制度实施的负责人表示，苏
州在项目开工前会发出明确的告
知书，明确围挡、签表、配套、环保
要求等，以及预验收和中期验收
的过程，确保工作质量。

“郑州市历史悠久，地下文物
丰富，经济建设工程多，涉及的文

物保护项目也多。”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更好平衡城市建设与考古工作，
郑州市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的前
置改革，有效保护了文物，同时也
节约了成本，“郑州市通过抢救性
发掘模式、绿色通道等措施，解决
了一些城市建设中的考古问题。”

会上，第一任、第二任轮值主
席单位交接仪式顺利举行，成都
文物考古研究院颜劲松代表第二
届轮值主席单位发言。针对当前
考古工作存在的问题，颜劲松提
出了未来工作计划，将在深化合
作交流、推进技术创新、促进政策
完善、强化活化利用、加强国际交
流这五个方面全面加强文化遗产
交流传承，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为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力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去年就交齐了改造费
今年还没用上新水表

居民着急

施工单位回应：破路施工的相关手续还在办理
快马加鞭争取明年春节前收尾

手续材料准备齐全，施工单位设计
出占道方案图

2024年6月

“改造费已经交了，为什么现在还没完工？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新水表？”近日，党报热线962211接到市民来
电，称火车南站东路17号院开展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居民早已交了改造费，可是工程修修停停，至今没有完
成。“是拖欠了施工费用？还是根本无法完成改造？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说明，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居民王先生说。

改造费都交了，为何迟迟不能完工？是哪个环节遇到了问题？居民何时才能得偿所愿？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于近日展开了调查。

城市建设与考古工作如何平衡？

全国考古人在蓉共话经验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我省开展第十三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

最高补贴1000万元

四川天府新区推出促进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成都霹雳舞代表队成立
本月将首战世界霹雳舞锦标赛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杨升涛） 12 月 2
日，《天府工匠》大型技能挑战
融媒体节目第三季走进上海
市，在位于青浦区的数字创新
生态园区“青翼谷”摆下擂台，
开展第十场外场录制。

据悉，此次节目由《蓉灯
初“上”》《“赶”蟹有你》《如

“铝”薄冰》《时间“补”手》四个
部分组成，由8名来自沪蓉两
地不同领域的工匠参与，双方
以两两合作的创新方式，展开
精彩绝伦的挑战，寓意着沪蓉
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的美
好愿景。

在《蓉灯初“上”》环节，上
海工匠、上海市首席技师王辉
与全国技术能手、四川工匠、
成都工匠郭子平合作完成了

一件融合两地特色的作品，郭
子平用各种建材搭建一个近
5米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而
王辉则用灯光材料制作一只
大熊猫登上电视塔的场景，同
时还要为此场景设计灯光照
明方案，让整个作品呈现出灯
火辉煌的绚丽效果。

“希望以后有更多跨界合
作的机会！”王辉认为，工匠之
间的跨界融合与交流不仅能
够互相学习，更能进一步提升
彼此产业的竞争力。不仅如
此，作为上海青翼新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辉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加深刻感
受到了成都的创新与活力，未
来，企业将扩大版图的规划，
将着重考虑部分业务落地成
都，在蓉城“安家落户”。

《天府工匠》走进上海
两地工匠联手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