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成都前程似锦人才交流服务有限公
司违法中介案

成都前程似锦人才交流服务有限公司
在抖音等平台发布大量国企招聘信息，承
诺有渠道包进，并收取求职者大额费用，造
成求职者经济损失。经调查，该公司在未
取得招聘单位授权委托、未核实信息真实
性的情况下，存在“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向
个人收取明示服务项目以外的服务费用”
等违法行为，经有关部门多次责令整改仍
拒不改正，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管理规定》有关规定，成都市人社
局对该公司作出“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

六、恒耐思（成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
布虚假招聘信息案

2025年4月，恒耐思（成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在互联网发布信息称“有国企内部领
导关系，包干费用30万，未成功安排工作全
额退费”，诱导求职者缴费应聘，在职介失败
后拒不退费。经调查，该公司并未受相关国
企委托开展招聘，其行为构成“发布不真实、
不合法招聘信息”的违法事实。根据《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相关规定，成华区人社局责令其立
即删除相关招聘信息，并作出“吊销人力资
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七、四川利豪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非法
开展网络招聘及虚假招聘案

四川利豪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其
企业微信公众号发布“培训费2.8万元、服
务费6万元直签××国企”信息，引诱劳动
者缴费求职。经调查，该公司未取得网络
招聘服务许可，也未受相关国企委托招聘，
存在“未经许可从事网络招聘、发布虚假招
聘信息”的违法行为。根据《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有关
规定，天府新区社事局责令其立即删除虚
假信息，并作出“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

一、成都前程宏远劳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案

成都前程宏远劳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通过其企业微信公众号“前程优才
宝”发布信息称“成都某绕城高速招聘
收费员，直签！”诱导求职者缴费应聘，
并先后收取 3 名求职者 20.6 万元服务
费，在职介失败后拒不退费。经调查，
该公司存在未经授权、未经审查擅自发
布用人单位招聘信息，违规收取大额中
介费、向求职人员虚假承诺“内推”“包
过”等违法行为。根据就业促进法和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管理规定》有关规定，青羊区人
社局对该公司作出“吊销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二、四川启航八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违法收费案

四川启航八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
互联网发布广告称“交钱就能安排进央
企工作，未录用则 7 个工作日内全额退
款”，并与求职者签订“职业指导规划咨
询服务协议”，收取大额咨询服务费，在
职介失败后拒不全额退款。经调查，该
公司未取得网络招聘许可及相关企业招
聘委托，存在虚假招聘、违法收费等违法
行为。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天
府新区社事局责令该公司全额退费、立
即删除虚假信息，并作出“吊销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三、四川以太环球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案

2024 年 8 月以来，四川以太环
球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企
业微信、抖音账号，发布含“内推直
荐、免试直签”等内容的国企招聘
信息引流获客。经调查，该公司在
未取得招聘单位授权委托、未核实
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发布虚假招
聘信息。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
条例》相关规定，天府新区社事局
对其作出“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

四、四川仕途无忧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就业歧视案

经调查，四川仕途无忧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多次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
虚假岗位信息，并在职介活动中存在就
业歧视行为，严重侵害求职人群合法权
益。郫都区人社局多次约谈公司负责
人，但该公司拒不整改，严重扰乱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破坏公平就业环境。依
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有关规定，郫都区人
社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2000元并吊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飞

虚假招聘、违规收费、就业歧
视、违法从事职介活动……7 月 9 日，成都

市人社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曝光 7 起扰乱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案件，进一步提升公众防范意识，警

惕类似求职“陷阱”。
同时，市人社局提醒广大求职者，如在求职过程中遇到

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请及时拨打人社部门12333热线或劳动
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电话维权。

为何集中布局
在成都？

对于依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高
新技术企业建立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来说，富集的科教资源、人才供给是实
验室在成都布局建设的关键一环。

科教资源
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52个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等国家科研机构47家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等院校66所

5个学科进入全球前20位

人才供给
聚集38名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才总量攀升至669万

居全国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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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近日，在第42
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和2025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开
幕式上，发布了《2025年中国特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优秀案
例》榜单，成都未来医学城以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成效上榜。
活动期间，成都未来医学城发布了14个创新场景，加速链接
资源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

据悉，成都未来医学城凭借在“医教研产”一体化创新转
化体系的突破性实践，与北京中关村生命科技园、海口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共同入选2025年中国特色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优秀案例榜单，被授予“未来医学创新转化典范”称号，
这一成果既体现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在区域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中的探索成效，也为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
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利用资源优化整合
实现“瘦身强体”

自2003年启动建设以来，到2023年
为止，四川省已建立 137 家省重点实验
室。百余家省重点实验室成了四川以科
技创新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的关键支撑
力量。

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与运营，部分省
级重点实验室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研究方向没有跟随科技发展、国家
战略以及我省的战略变化及时调整，产
出主要以论文、专利为主，缺乏基础研究
成果工程化。

记者走访了解到，优化重整中，有的
省重点实验室通过调整依托单位，利用
好科研领域、产业应用领域的既有创新
资源，强强联合。其中，“重大危险源测
控与灾害事故应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就是在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
建设的原“重大危险源测控四川省重点
实验室”基础上进行优化重整，联合成都
大学、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共建。

有的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资源整
合，合并成一个新的实验室。例如，“川
茶资源利用与质量检测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于2025年2月正式批准成立。实验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重点实验室由原

‘茶叶标准与检测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和‘精制川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强
强联合重组而成，以期成为四川省茶产
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引擎。”

此外，还有的省重点实验室经过优
化重组，研究方向与全省发展需求贴近
得更加紧密。“‘网络与数据安全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于2008年批准建立。在优
化重组后，我们将更加聚焦于国家和四
川省的重大战略需求，着重研究人工智
能安全、数据要素安全、边缘计算安全以
及网络安全理论等领
域。”实验室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成都人社部门查处
7起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

四川完成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

128家重点实验室
近8成布局在成都

成都未来医学城获
中国特色生物医药园区优秀案例

作为四川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部分，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依托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及高新技术企业建立，重点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关键技术攻关，
集聚人才资源并推动产学研合作。

记者7月9日从四川省科技厅获悉，《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结果的通
知》已于日前对外公布，最终遴选出121家实验室进入优化重整后的四川省重点
实验室序列。同时，四川省在人工智能、深地科学、文化科技融合等新兴和优势
领域新建7家实验室。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重点实验室128家，其中超78%的实验
室在成都布局建设。

近8成布局在成都
科教资源与人才是关键

据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
完成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2023年至
2025年，我们按领域、分批、分步推进四川
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工作，最终遴选出
121家实验室进入优化重整后的四川省重
点实验室序列。”同时，四川省在人工智
能、深地科学、文化科技融合等新兴和优
势领域新建7家实验室。截至目前，全省
共有省重点实验室128家。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梳理发现，截至
目前，全省128家省重点实验室中，近8成
的实验室都布局建设在成都。

通过调整依托单位
利用好既有创新资源

强强联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如何重组？
进行资源整合

合并成一个新的实验室
经过优化重组
研究方向与

全省发展需求更加紧密

重组结果

遴选出121家实验室
进入优化重整后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序列

同时在人工智能、深地科学等领域
新建7家实验室

近88成
省重点实验室
布局建设在成都

紧接01版 在国家战略全局和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位势、独
特优势愈发凸显，大好机遇，大有可为。

抓住大企业、盯住大行业、做实大产业。当前的成都，也
在全力为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发展的空间，让企业拥有
矢志突破的决心与“更上层楼”的底气。

锚定“立园满园”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成立场景创新促进
中心实现产融产销对接、打造“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营商服务品
牌，组建成都招商中心向全球投资者释放更强劲的吸引力……

产业的生态营造，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一旦茁
壮成长，爆发的潜力是无穷的。

一件一件的实事、一点一滴的改变，为的是投资兴业的市场
主体都能拥有始终如一的发展条件，都能获得成长壮大的丰富
机遇。这也将激发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让经济动能持续澎湃。在企业与城市的同进步、
共成长中，成都的高质量发展也才会拥有更坚实的支撑。

与“链主”共行 方能做实大产业

上接01版

成都精心“留客”现场发布系列机会清单

为把大会“流量”转化为项目“增量”，成都精心准备了“留
客”套餐：将全市“3+22+N”产业园区支持政策、“蓉e投”AI招
商平台等特色内容植入大会报名系统，全方位展示成都城市
魅力、创新动力、投资潜力；在会场设置成德眉资投资环境特
色展区，联合发布应用场景清单；面向大会嘉宾发布《成都市
基础设施项目机会清单》和《成都市产业化项目机会清单》，释
放总金额约3600亿元的合作机会。

大会期间，成都还组织华鲲振宇、中科海光等本地企业代
表参展，全方位对接中国移动产业链资源，推动“成都造”深度
融入移动供应链体系。组织7场园区产业对接活动，邀请生
态合作企业深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青羊区、武侯区、
成华区、温江区、双流区7个重点产业功能区，实地考察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载体、应用场景及代
表性企业，通过沉浸式体验、“一对一”精准对接、项目签约，全
面分享成都“立园满园”新成效与产业发展新机遇，促成“产
业+技术+资本”多维合作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以来在蓉落地合作以及未来固投
计划，中国移动及生态企业在蓉投资合作超700亿元，重点涵
盖重大产业化项目、基金投资、供应链合作、固定资产投资等
领域。

将企业的“一时关注”转化为“长期深耕”

当前，成都正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战略机遇，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投促系统
按照“抓住大企业、紧盯大行业、做实大产业”的总体思路开展
产业化项目招引，今年1月—5月，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497个、
同比增长182.39%，协议总投资4068.54亿元、同比增长58.12%；
到位外资6.99亿美元，同比增长5.32%，居中西部城市第一。

今年2月，成都市与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加强
与龙头央企的合作，是成都汇聚高端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成都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大会借势赋能，围绕产业建圈强链和“立
园满园”行动，搭建高能级合作交流平台，展示成都在全国发
展大局中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将参会企业的“一时关注”转化
为“长期深耕”，持续擦亮“投资成都”金字招牌，以高水平开放
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成都将持续强化“战略牵引”，聚焦人工智能、低
空经济、天数天算等重点产业，积极推动中国移动等央国企和
龙头民企在蓉投资取得更多突破，做优做强极核功能，为成都
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提供增量支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李艳玲 摄影 张青青

释放198个项目近5300亿元
合作机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李艳玲）以“新动
能、新生态、新西部”为主题，第十三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
览会7月9日在成都正式拉开帷幕。这届博览会吸引500多家
电子信息行业领军企业参展，展示面积2.5万平方米，覆盖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微波射频、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等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开幕式现场，19家单位及企业进行现场签
约，覆盖电子信息、数字经济、商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的
智能化应用。

与此同时，举行第十三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供
需对接活动，现场发布供需清单。其中，需求清单包括电子材
料等产品采购、供应链管理服务等服务购买、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技术合作及应用拓展等120余项需求。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廖先德表示，在新一轮
信息技术快速进步和产业加快变革的大背景下，四川积极抢抓
战略机遇，成功创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两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绵阳智慧显示、成都电子空间安
全两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省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超
1.68万亿元，今年1-5月，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15%。

作为西部地区电子信息行业年度盛会，本届博览会精心
规划了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特种电子、数字产业、机器人等
主题展区，并特别设立西部地区成果展示专区，全方位展现电
子信息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19家单位及企业现场签约
第十三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