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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造”东风标致408X
正式下线

今年成都应急管理工作这样做——

打造专业化社会化救援队
提高应急处置实战化水平

2月15日，为期40天的2023年春运画上
了句号。昨日，四川省机场集团公布的春运
航空数据显示，春运期间，成都航空枢纽（成
都双流机场+成都天府机场）生产运输实现新
突破，起降航班量、旅客吞吐量同比明显增
长，赶超2019年同期水平，在全国城市排名中
仅次上海、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其中，国际
及地区航班量、旅客吞吐量同比成倍增长。

据介绍，春运期间成都航空枢纽主要以
返乡、旅游客流为主，进出港旅客较多的城市
分别为广州、北京、深圳、上海、昆明和三亚。
数据显示，春运40天，成都航空枢纽共完成起
降航班5.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705.7万人次，
较2022年同期分别增长19.4%、38.2%；保障国
际（地区）客运航班858架次，旅客吞吐量11.7
万人次，较 2022 年同期分别增长 206.4%、
326.2%。

2023年春运是实施“乙类乙管”政策后的
首个春运，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明显增加，航

空运输市场加速回暖，成都枢纽客运航班持
续高位运行。

据介绍，春运期间，成都航空枢纽日均起
降航班1288架次，运送旅客17.6万人次。在40
天的春运中，有35天单日客流保持在15万人
次以上，其中6天单日客流突破20万人次。单
日客流最高峰出现在1月27日，全天迎送旅客
20.9万人次，创下单日历史最高纪录。

四川省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围
绕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春运期间，成都双流机
场深挖旅客服务大数据平台技术潜能，创新
提供精准登机提醒服务，把晚到旅客实时位
置推送至登机口工作人员，并在旅客所处位
置精准播放催促登机广播。仅在国航候机区
域，日均催促晚到旅客219人次，过检未登机
旅客人数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91.4%，旅客
误机率大幅降低。

与此同时，成都天府机场采取增加在线
值机二维码提示、主动引导等方式，有效分流

无托运行李、有托运行李等不同类型旅客，高
效利用值机资源减少排队时间。充分发挥机
场志愿者作用，持续加强现场服务指引和秩
序维护，主动为特殊旅客、首乘旅客、急晚到
旅客提供“上前一步”式服务，全力保障旅客
便捷舒心出行。

数据还显示，在成都航空枢纽忙碌航班起
降、运送旅客的同时，四川各支线机场春运期
间的客流量也显著增长，其中达州机场旅客吞
吐量创通航以来新高，迎来新年“开门红”。

随着国家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全国旅
游业强劲复苏，九寨沟景区旅游观光人数稳步
攀升，带动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1月单月
客流为近 5 年来最高，旅客吞吐量达 4229 人
次，同比增长133%。此外，巴中机场、西昌机
场、广元机场、攀枝花机场等支线机场抢抓航
空市场复苏机遇，在确保航班安全高效运行的
基础上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推动客流量稳步较
快增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记者昨日从成都轨道集团了解到，在为期
40天的2023年春运期间，成都地铁全线网共计
运输乘客1.78亿乘次，日均客运量445.34万乘
次，较2022年同期增长4.02%；地铁线网总计开
行列车20万列次，运行图兑现率100%、准点率
99.99%；春运期间服务热线共受理乘客事务量

28000余件，乘客事务回复率100%。
以成都东客站、火车南站、天府机场1号2

号航站楼为代表的交通枢纽站，以春熙路站、
宽窄巷子站为代表的景点站均迎来了客流量
的大幅增长。成都东客站地铁站春运期间累
计 进 站 423.69 万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3.45%，日均进站量较日常增长35.95%，单日
最高进站19.52万人次。天府机场1号2号航
站楼地铁站春运期间累计进站74.7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72.32%，日均进站量较日常
增长 79.41%，单日最高进站 2.84 万人次。春
熙路地铁站春运期间累计进站377.9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15.7%，日均进站量较日常增
长25.44%，单日最高进站12.85万人次。宽窄
巷子站春运期间累计进站72.22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 37.6%，日均进站量较日常增长
31.63%，单日最高2.56万人次。

春运期间，成都地铁严格做好安保管理，
安检过包数共计4912万余件，通过智慧安检
系统，有效防止违禁品进站上车，保障了乘客
的平安出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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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记者 王丹） 记者
昨日从金堂县住建局获
悉，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
援中心项目一批次主体建
设完成。该项目是应急管
理部在全国部署建设的6
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之一，于 2022 年 7 月正式
开工，是六大区域中心中
率先开工的项目。

据了解，国家西南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是应
急救援中心工程的组成项
目，由应急管理部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共同建设，执行属
地和跨区域应急救援任
务。项目建设突出航空救
援特色，重点担负重特大地
震、地质灾害和森林（草原）
火灾等救援任务，救援范围
辐射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西藏自治区，与全国其

他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共同构建重大自然灾害救援网络。该
中心与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力量快速
输送系统紧密衔接，承担应对特别重
大灾害时就近快速响应、组织专业救
援、调运应急资源、协助灾区党委政府
实施专业指挥协调等任务，具备应急
指挥、综合救援、培训演练、装备储运
等基本功能，确保以最短时间到达灾
区完成高难度救援任务，发挥突击攻
坚、控制局面、稳定人心和保障抢险救
援行动持续高效展开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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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鹤鸣镇大坪山的梅林，正值花期，
整个山林都被这早春的青梅花，渲染得春
意盎然。

大坪山梅林集中在海拔 1000 米至
1200米的区域，总面积近1000亩。当地人
喜欢把这里的青梅叫乌梅，每年初春，满山
的青梅花傲寒怒放，如果从远处眺望：整片
山林都仿佛被青梅花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游玩时，还可欣
赏喀斯特地貌留存的石林，奇柱异石有聚
有散，与梅花相映成趣，还有地陷、一线天、
山洞、石照壁等奇观，等你去一探究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洪继东
摄影 阿龙

青梅花开
层林尽染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摄影 李冬） 2
月16日下午，从神龙公司成都工厂生产线上徐徐驶出，焕然亮
相的整车东风标致 408X 正式量产下线。作为标致品牌全球

“立标之作”——东风标致408X是标致全球重磅战略车型，将
实现“产自成都，销往全球”。值得一提的是，神龙公司成都工
厂是国内销售的东风标致408X唯一生产基地，作为一款地道

“成都造”汽车，该款车型本土配套率超过80%。
据悉，为保障车辆的品质，该车下线上市之前需经历严苛

的整车试验。50多人团队，20多台车，40多位专业驾驶员，10
来个专业技术员，长达4个月，会在城市道路、一般公路、高速公
路、山区道路进行70万公里模拟用户使用驾驶，从而确保整车
投放前的品质。

本地配套率超过80%，东风标致408X是地地道道的‘成都
造’汽车。”神龙公司成都工厂厂长肖高峰介绍，东风标致408X
的大多数零部件都由成都本地企业配套生产，包括保险杠、座
椅、尾门、冷凝器、水箱等部件均实现配套协同生产。

据悉，东风标致 408X 是标致全球重磅战略车型，车型
与欧洲同步开发，将于 3 月下旬开启预售，4 月上海车展正
式上市。

随着408X正式下线，为成都汽车产业注入新动力。除了
新品下线外，神龙汽车成都工厂产线每天实现满负荷运转。

“2022年的订单还未全部完成交付，我们已经收到了2023年国
内外市场订单，比较而言，今年订单数量较2022年有较为乐观
的增长。”神龙汽车成都工厂相关负责人说。

青白江区率先推行
工程建设项目“结备合一”

本报讯（罗冬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为打通
项目五方主体竣工到部门竣工验收备案的“最后一公里”，近
日，青白江区审批和营商环境局、区住建局联合印发了《青白江
区创新实施工程建设项目“结备合一”工作方案》，在全省率先
推行工程建设项目“结备合一”，目前，此方案在青白江区全域
建设项目均可适用。

《方案》明确，青白江区所有通过并联验收的房建（或市政）
工程结算备案和竣工验收备案均可合并办理，实现“一窗进出、
一次办结”，并联验收后一次性取得《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价登记
表》和《成都市建设工程并联并行竣工验收及备案表》。简单来
说，就是通常的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一件事只需办一次，而且
是当场就可办好。办理时间由之前承诺的2个工作日提升到现
在的即来即办。“这样一来，社会投资项目除去按程序报送规委
会的时间，全流程可压缩至33天。”青白江区审批和营商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

这样的便利是如何实现的呢？企业持申请表、工程竣工
结算书以及质量保修书等要件资料，向自贸区政务大厅工程
建设项目综合窗口提出竣工结算备案和竣工验收备案合并办
理申请。窗口受理后，立即分发至相关人员进行办理，对于申
报资料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即可办结。审批结束后，由工程
建设项目综合窗口登录发企业账号在“成都市建筑主体网上
办事平台”下载打印《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价登记表》，会同加盖
备案章的《成都市建设工程并联并行竣工验收及备案申请表》
一并发放至企业。同时将项目结算备案信息和竣工验收备案
信息台账，函告至青白江区住建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
房产保障中心以及区消防大队等职能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及做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不动产登记以及房屋维修
基金缴纳等后续服务。

“审批提速大大缩减了项目报建时间，降低了资金、人力成
本。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大创新和宣传力度，让创新政策更
普惠、更便民！”青白江区审批和营商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关新闻 2023年，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将如何开
展？超大城市安全防线如何加固筑牢？2月
15日，成都市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这些问
题悉数得到答案：拓展实施25个行业60个
细分领域城市安全风险辨识、加快推进23
个一类避难场所建设、聚焦5个类别打造10
支专业化、社会化救援队……今年，这张城
市“安全网”将越织越密。

拓展实施25个行业60个细
分领域城市安全管控

筑牢清晰严密的责任体系是拧紧安全
风险“保险阀”的重要举措。通过坚持清单
制管理，全面制定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职责清单、工作清单等，将安全生产工
作任务细化到市级部门（单位），推动企业落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承诺制，提升高危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风险防控
能力。

面对各领域的安全风险防范，今年将开
展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

“要全覆盖检查重大危险源企业，实施
高危工艺企业安全问题动态清零。”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还将联动消防部门
聚焦高风险场所和低设防区域，加强高层建
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场所的火灾防范，积
极推动行业部门全面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在推进安全治理方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方面，今年成都将持续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
估工作，拓展实施25个行业60个细分领域
城市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聚焦事故易
发环节，编制高危作业安全操作指南，指导
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全员安全培训，提升从业
人员安全技能。

区（市）县应急部门将建立模
块化指挥规范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作为常态化工作，
其普查结果是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的一项重要依
据。成都将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系列风险图、
综合风险区划和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并精准编
制全市应急避难场所总体布局规划，加快推进
23个一类避难场所建设，合理设置自然灾害威
胁区避险转移路线，满足群众避险需求。

“今年，我们也将狠抓自然灾害风险防范，
充分发挥各类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统筹协调作
用，提升抵御灾害事故韧性，切实补齐防灾减灾
救灾短板。”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同
时将进一步建立完善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
警平台，健全灾害事故监测预警体系，确保预警
信息第一时间传达一线岗位和受威胁人群。

此外，还将搭建应急指挥信息化网络，
实行模块化应急指挥。通过强化应急指挥
通信保障和信息化支撑，搭建“上下贯通、多
点成网”的应急指挥通信网络，在区（市）县
应急部门建立模块化指挥规范，统一设立1
个应急总指挥，设置指挥调度、风险管控等5
个“共性化”功能模块和综合协调、现场救援
处置两个“个性化”功能模块，以模块化、流
程化、信息化推进应急指挥现代化。

同时，将科学谋划新一轮应急能力提升

方案，提高专业化救援能力，聚焦5个类别，
打造10支专业化、社会化救援队，并开展新
一轮应急预案修订工作，推进实战化预案编
制演练，提高应急救援处置实战化水平。

将出台应急志愿者注册登记
制度和管理办法

法治建设是各项措施精准实施的有力
保障。今年，将通过开展《成都市安全生产
条例》立法调研，推动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理
论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同时，深化应
急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加强应急管理综合执
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进行“2023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专项执法行动，对危害安全的违法
行为，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依托“微网实格”，推动专兼职基层应急
救援队伍、志愿者等力量进网入格，加强中
心消防站和镇（街道）应急队、村（社区）应急
分队“联防、联训、联调、联战、联勤”五联机
制建设，尽快形成处早处小战斗力。

“今年，还将出台应急志愿者注册登记
制度和管理办法、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制度，组建更多社会应急志愿者队伍，
完善企业、保险机构、安全服务机构共同参
与事故预防工作机制，推进应急管理多元共
治。”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