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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屏幕上，既能显示站点公
交线路信息和时刻信息，还能为乘
客提供公交、地铁换乘指引。近
日，成都公交400个电子智慧站牌
已正式投入使用，将为市民提供更

优质的出行服务。
据介绍，本次上新的 400 个智

慧站牌主要分布在城市干道、大型
商圈、热门景点等主要功能区，该
批“公交电子智慧站牌”打破常规

的公交站牌结构方式，集乘车信
息、绿色节能等多种特色功能于一
体，整合了 LED 展示、客流监控、
GPS 定位等功能。市民乘客候车
时，可直接通过“公交电子智慧站

牌”了解途经线路车辆实时动态、
获取公交车到站信息，合理安排出
行计划。

除了信息显示外，智慧公交站
牌还具备站点方向动态指引功能，
便于乘客快速识别当前位置及车
辆行进方向。乘客可通过站牌清
晰地获取沿途公交停靠站地铁、机
场专线等换乘站点信息，换乘出行
更便利、更省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线的公交
电子智慧站牌根据我市各场景特
色上线了经典款、CD款、熊猫款等
多款“限定皮肤”，融入商圈、景点
等不同城市界面。其中，太阳能款
智慧站牌还配备高效光伏板和磷
酸铁锂电池组，可在无外接电源的
情况下长时间稳定运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市公交集团供图

现状
车位少 需求大
看病停车有点难

2月20日下午，位于一环路的四
川省人民医院院区内人流如织。作
为我省最大的医学中心之一，该院
日均就诊量达14000人次，而与之相
对应的车位却仅有910个，刚过午餐
时间，院内的车位已经“告急”。

记者在院内看到，虽有地面停
车场、地下停车场和立体停车楼三
种停车途径，但院内停车位仍明显
不足，不少车辆选择停靠在路边，
让本就拥挤的院区通行更加困
难。数据统计，省医院就医停车需
求每日为3000余辆次，需要车位约
1500 个，实有停车泊位 910 个，仍
有缺口590个。

除车位本身的不足之外，巨大
的人流量也给周边的交通组织带
来了挑战。记者在现场看到，院区
大门两侧，不少共享单车无序停
放。同时，网约车、巡游出租车也
频繁停靠在大门口，阻碍着正常通
行。此外，记者还注意到，由于省
医院内停车费较市政停车更低，不

少非就诊市民选择将车停入院内，
进一步加剧了车位紧缺。

省医院的“停车难”问题并非
个例。在我市中心区域的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
川省肿瘤医院等21家医院23个院
区内，虽有停车泊位约 1.43 万个，
但就诊车辆日均进出数约3.1万余
辆（次），泊位缺口数千个，加之部
分医院周边道路狭窄、人车混行、
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占道经
营，交通拥堵已成常态，解决“停车
难”迫在眉睫。

措施
优化组织 新增泊位
精准解决停车难

地处一环路市中心，省医院
停车难题究竟如何解决？据成
都市治堵专班相关负责人汤珏
介绍，省医院停车难题将通过增
加车位、新建通道、优化组织、调
整就诊和非就诊车辆差异化收
费等方式解决：

针对就医停车泊位不足的问
题，将在2027年底前，建成院内门
诊大楼配建停车场，新增泊位 300
个；今年3月底前，还将协调浣花香
小区再提供100个停车泊位供医院
职工停放。

针对医院周边道路拥堵、交通
标识不够完善等问题，交管部门将

持续做好医院周边动静态交通秩
序的管理，最大限度缓解因医院停
车位不足导致的交通拥堵。针对
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共享单车乱停
乱放问题，城管部门将在3月底前，
在医院东1门、西门设置共享单车
电子围栏禁停区域，加强超量单车
清理和转运。

针对就医群众不清楚医院及
周边停车场泊位使用情况的问题，
将在 6 月底前，将省医院及周边
500 米范围内 6 个公共停车场（可
提供1460个停车泊位）信息接入停
车综合管理平台，通过“成都停车”
及时发布。

针对省医院东二门行人过街影
响车辆进出停车场的问题，将积极
推动一环路人行过街天桥的建设，
满足行人过街需求，实现人车分离，
既确保通行安全，又提高通行效率。

据悉，接下来，我市将对多家
长期存在停车、拥堵等问题的医院

“量身定制”优化措施，即日起将陆
续启动实施，计划将于今年底前完
成大部分治理工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
阳 何良 文/图 制图 江蕊松

新增车位、优化管理、新建人行天桥……

“组合处方”
共治省医院就医停车难

病症 车位少

3月底前，协调浣花香
小区再提供100个停车
泊位供医院职工停放

6 月底前，将省医院及
周边500米范围内6个
公共停车场（可提供
1460个停车泊位）信息
接入停车综合管理平
台，通过“成都停车”及
时发布

2027年底前，建成院内
门诊大楼配建停车场，
新增泊位300个

处方交通治堵，涉及市民生活
方方面面。其中，就医“停车
难”是不少市民关注的焦点。
今年2月，我市发布《成都市中
心城区部分医院群众就医停车
难问题“一院一策”工作清单》，
对21家长期存在停车、拥堵等
问题的医院“量身定制”优化措
施。医院停车现状怎么样？如
何精准解决“停车难”，昨日下
午，记者来到位于一环路的四
川省人民医院探访。

让市民候车“心中有数”
成都公交400个电子智慧站牌上岗

本报讯（罗冬梅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王丹） 政务服务事项、知识产
权托管、职业技能认定、金融贷款等利
企惠企服务一站式搞定……记者 20 日
获悉，青白江自贸区政务服务中心日前
完成提档升级，新设的企业服务专区全
新亮相。

作为全省首批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试点区，青白江区扎实推进政务服务增
值化改革试点工作，打造便捷、高效、暖
心的“政务+增值”服务体系，实现“园区
事园区办、企业办事不出园”。

走进企业服务专区，政务、项目、法
治、政策、知识产权、用工、开放、港区服
务、安全生产等领域服务事项一应俱全，
为青白江市场经营主体提供“进一扇门、
办所有事”的便捷服务。

“这里是我区涉企增值服务的‘主阵
地’，包含涉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事项263
项、冷链物流全产业链服务事项 138

项。其中，政务服务事项233项，增值服
务事项 52 项。”该区审批和营商环境局
综合受理科科长江娅说，通过政府搭台，
链接市场化社会化资源，为企业提供更
精准、个性、衍生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专区首次设立了
“港区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项目入
园准入、港区人才服务、自贸区、综保
区政策咨询以及班列服务等。同时，
专区归集项目建设、政策服务等 9 大
类 29 个涉企服务平台入口，提供涉企
服务平台“一键可查、一屏可览、业务
可办”。

在推进政务服务的过程中，青白江
通过创新推出“重点+特色”一件事服
务，将开办运输企业、开办餐饮店等 10
个涉企的重点一件事纳入企业服务专区
办理。今年以来，已办理 36 件，平均压
减 跑 动 次 数 91.8% 、申 请 材 料 精 简
68.6%、办理时限缩短59.9%。

省医院
交通组织现状

企业服务专区亮相
园区事园区办再升级

病症 行人过街影响车辆进出

积极推动一环路人行过街天
桥的建设

处方

病症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3月底前，在医院东1门、西门
设置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禁停
区域，加强超量单车清理转运

处方

医院内
停车泊位数量

个910
日均门诊量

人

14000—
15000

就医停车
问题突出时段

工作日

8∶00—17∶00

获取公交车到站信息

了解途经线路车辆实时动态

看成都与长三角双向奔赴

去年买过同类家电 今年买仍可享补贴

紧接01版 围绕深化投资合作、新质生
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能级、蓉品出
川出海等，开展“2025‘投资成都’（长三
角）投资合作推介会”“2025‘蓉品出川出
海’（上海）供需对接会”“2025‘成都⇌合
肥’新质生产力企业恳谈会”“2025‘成都
⇌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场景发布会”4
场专题活动。

“N”，即统筹各区（市）县分层分级
赴南京等长三角重点城市，开展企业拜
访对接、精准推介、项目路演、应用场景
发布、投资政策发布等“N”场投资促进
活动。

密集的行程、丰富的活动，既有市级
部门联合招商，又有区（市）县分层分级
行动竞相发展，展示了成都市全力抓项
目、促投资、稳增长的决心和信心，增强
了长三角地区企业对成都的投资信心。

一批机会清单
以“项目化”“清单化”方

式提供合作“指南”

系列活动中，成都既面向到场的企
业嘉宾，全面分享成都的投资环境、城市
活力、发展潜力，又聚焦产业发展的前沿
方向、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一批机会清
单，囊括投资机会、场景信息等，以“项目
化”和“清单化”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开
展投资合作的“指南”。

2月17日，“成都⇌合肥”新质生产
力企业恳谈会上，围绕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卫星互联
网等新质生产力产业方向，发布投资
机会清单，内含上百个项目投资机会，
预计吸引投资超 1800 亿元。这些投资
机会遍布全市 23 个区（市）县，更直观
反映了成都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发展、
全面起势。

2 月 18 日，2025“投资成都”（长三
角）投资合作推介会上，聚焦人工智能、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发布了
投资机会清单，还紧扣投资者最关心的
产业基金、项目载体、科技创新、人才团
队等关键要素需求，发布了 2025“投资
成都”系列政策，用“实打实”的利好吸引
企业投资。

2月19日，在杭州举行的2025“成都
⇌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场景发布会上，
围绕智能终端、新型显示等赛道，聚焦智
慧装备、AI基础设施等场景，发布187条
机会信息，将牵引带动形成市场规模超
5600亿元。在上海举行的2025“蓉品出
川出海”供需对接会上，发布“2025蓉品
出川出海”机会清单，精准链接企业间的
供给和需求，加速蓉品“闯”市场。

系列清单发布后，到场嘉宾“咔嚓咔
嚓”拍照的手机声音，是清单受关注的别

样回响。“能够实实在在地给机会给市
场，就是最真诚的招商方式。”一位企业
家边拍照边说。甚至还有企业家，在会
场就主动寻找机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一
步了解和深入交流。成都也以产业招
商、基金招商等新举措，与企业进行精准
对接、精准促进。

一场双向奔赴
注入更多信心和期待 企

业对成都“念念不忘”

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机遇利好集中释放，成
都持续增强“三中心一基地”核心功能，
产业、技术、人才、资本等优质资源要素
在蓉聚集成势。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众多
企业也将投资成都作为共同选择，将新
技术、新业态等布局成都，沃飞长空全球
总部及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等一批优质项
目在成都拔节生长，为成都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给后继企业投资
成都注入了更多信心和期待。

“科大讯飞一直非常重视在成都的
发展，下一步计划加大在蓉投资。”科大
讯飞副总裁娄超说，企业已在蓉落户了
讯飞“成都智谷”、蒲江AI产业基地等项
目。去年9月又与成都市达成了全面的
战略合作，目前在积极推进讯飞星火大
模型等项目。

苏州太阳井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中天说，成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发展创
新技术的城市，打算把企业光伏装备的
生产制造以及所有的研发工作放到成都
东部新区。还有元宇宙领域独角兽企业
——东超科技创始人韩东成表示，成都
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上具备显著优势，
未来希望有机会合作。华米科技联合创
始人、副总裁章晓军，也表达了对成都的

“念念不忘”。
在企业的坚定选择、未来期许中，一

场成都与长三角企业的双向奔赴激情展
开。据成都市投促局统计，仅在“2025

‘投资成都’（长三角）投资合作推介会”
一场活动中，68个重大产业化项目签约
落地，投资总额488.3亿元。还有一批项
目，将按照“成熟一个、签约一个”的节
奏，渐次落地。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产业为先、项
目为王，持续加强与重点城市群协同联
动，狠抓意向项目签约、签约项目落地、
落地项目开工，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
资、稳增长，奋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
力。”成都市投促局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兆
熙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摄影 詹妮

上接01版
补贴流程，分线下实体门店和线上

电商平台流程。
补贴对象
个人消费者。收货地址须在四川省

内，考虑消费者就近消费习惯，对周边省
份相邻四川的乡镇个人消费者不作限制。

补贴品类
（一）家电类：冰箱（冰柜）、洗衣机

（干衣机、洗烘套装）、电视、空调（家用中
央空调）、电脑（台式和笔记本）、热水器、
家用灶具（集成灶）、吸油烟机、微波炉、
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饮水机（茶吧
机）、净饮机、蒸烤箱、消毒柜、空气净化
器、投影仪。其中，热水器含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
器、燃气壁挂炉。家用灶具包含民族地
区使用的具有做饭功能的电暖桌。台式
电脑含品牌主机或显示器，不含组装机。

（二）数码类：手机、平板、智能手表
手环。

补贴标准
（一）家电类：1 级能效或水效标准

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20%；2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
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15%；没有规定
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
品销售价格的15%。每位消费者每类产
品可补贴1件，空调可补贴3件，每件补
贴不超过 2000 元。2024 年已享受某类
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
2025 年购买同类家电产品可继续享受
补贴。

（二）数码类：手机、平板、智能手
表手环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 ，单 价 销 售 价 格 不 超 过 6000 元
（含），每件补贴不超过 500 元。对于零
售价超过 6000 元，但优惠后达到补贴
标准的产品，可给予补贴，销售主体不
得另外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或强
行绑定购买其他产品，否则视为套取
补贴。

每件产品单独开票，产品开票金额
包含政府补贴金额，不包括各类市场主
体优惠、辅材和安装费。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市民正在查看“公交电子智慧站牌”。

省医院院内停车位不足。

获取公交车到站信息获取沿途公交停靠站地铁、机场专线等换乘站点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