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四川数字经济总量突破 2
万亿大关，有望在‘十四五’末超过 3 万
亿元，占 GDP 比重从现在的 35%以上
提升到 43%。”2 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数
字经济投融资机构四川行活动在蓉举
办，传递了四川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能级跃升的坚定信心和奋进姿态。

信息化如何为产业赋能增效？本
报记者拾捡了四川数字经济企业探索
新技术、拓展新赛道、创新新场景的朵
朵浪花，并试图以这些生动的场景和故
事，来看四川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和澎湃活力。

25 日下午，活动会场外，蜀道集团
旗下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交通工程院研发工程师杨小石给
参展的嘉宾介绍数字交通场景。当天

的四川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展上，杨小
石带来了智慧交通的数字化产品，主
要应用于智慧高速公路。无独有偶，
当天的企业路演环节，成都路行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同样重点推介了车
联网应用场景。

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机构亦有同
感：这些年四川新创立的企业爆发增
长，说明四川的政策支持、创业环境都
有了完善和提升，投资机构会持续挖
掘、投资四川的好项目。

根据《四川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四川正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建成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力争到 2025 年，全
省数字经济总量超 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43%。

四川数字经济总量跨越2万亿大关

同/步/播/报

编辑：漆长新 实习编辑：江满 岳肇宇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胥建英

03
2023年2月26日 星期日要闻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2 月 25 日下午，第二届中国数字
经济投融资机构四川行活动在成都举
行。活动中，不少投资机构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四川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迅速增长，高新技术企业蓬勃成长，
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数字经济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经
济发展的趋势，未来竞争也会迈入新的
阶段。”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数字经济投融
资联盟副理事长吴海表示。他注意到，
在四川，网络强省、数字四川、智慧社会
加快建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得到
了广泛应用。尤其是成都,逐渐成长为
全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室的核心区域，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资源，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机遇。吴海指出，成都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迅速增长，高新技术企业蓬勃成长，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诸多前沿领域产
业，已经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全产
业链布局。吴海表示，此次四川行活动
充分汇聚各类资源，希望通过打造这样
一个政策、产业、资本三轮驱动的平台，

帮助企业成立优质创投机构，提升融资
效率，也能够助力投资人集中对接挖掘
创新项目和行业资源协同联动。

祥峰投资执行合伙人徐颖表示，
从此次高规格的投融资对接活动能明
显感觉到四川对数字经济扶持力度不

断加大。徐颖告诉记者，祥峰投资与
四川的合作渊源由来已久。早在10年
前，祥峰投资就在四川投资了一家电
商企业。“四川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态
势，每年都会涌现很多优秀企业，这是
我们非常认可的地方。”谈及此次 8 家

网信企业的现场路演，徐颖表示看到
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近几年，四川发
展更为迅速，无论企业数量和质量都
有一个很大的爆发，尤其是出现了很
多初创期的企业，这也说明四川正在
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

成都作为国家布局航空航天的
重点城市，在卫星电子器件研制、火
箭制造、地面设备及服务、空间信息
应用、北斗导航应用等领域，具有部
分全国领先的技术和产业化能力，近
年来也涌现出一大批卫星互联网企
业，国星宇航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 25 日下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数字
经济投融资机构四川行活动上，首届
路演的优秀企业代表国星宇航董事
长陆川介绍，通过资本的助力，公司
实现“卫星上天，场景落地”。

陆川介绍，作为一家网信企业，国
星宇航于2018年5月份在成都成立，
成立以来公司瞄准卫星互联网产业，
具备了卫星研制能力，公司现在具备
30公斤到60公斤的三个平台，多个型

号卫星批量化研制能力。同时，公司
已经具备卫星数据的全流程智能化
处理能力，并面向200多个应用场景，
形成了200多个算法迭代升级。四年
多时间来，该公司发射了15颗卫星和
载荷。在卫星上天的同时，还需实现
业务落地，公司在AI卫星的研制与交
互，面向四个重点场景：智慧城市、安
全应急、低碳出行和元宇宙，提供了标
准化的卫星互联网产品和服务。

陆川介绍，通过投融资对接活
动，让企业得到了资本的关注。从
2020 年 6 月份的首次活动至今，公司
总共完成六轮融资，合计融资金额
达 6.66 亿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唐小未 摄影 熊一凡

成都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资源

国内顶级投资机构看好成都机遇

成都企业实现“卫星上天 场景落地”

抚琴西南街1号院点位

垃圾乱放污水横流 居民“无处下脚”

昨日记者在青羊区光华大道二段
看到，本就狭窄的人行道上停满了共
享单车。大量的共享单车虽然停放整
齐，但是却占据了盲道，还造成了人行
道的堵塞。

记者注意到，人行道上有用白
线划出的共享单车的停放区域，但
很多共享单车并没有按照规定停在

线内，反而是被停放在了白线外的
盲道上。在其他一些路段，部分共
享单车虽然停在了线内，但停放并
不整齐，车头左右交错导致过多占
道，使得行人无法通过。同时，也常
有自行车、电瓶车在非机动车道上
行驶，行人只能小心翼翼行走，增加
了安全隐患。

曝光不文明 整治脏乱差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和幸福底色，文明水平的高低，牵系着

每一个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当前，成都正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是全体成都人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今
年，成都将迎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
迎接八方来客，是我们身为东道主最基本的礼仪。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需要从细节做起，找准问题，靶向治理。昨日，
记者对我市部分街道、院落、市场等进行了暗访调查，结果发现环境卫
生、交通秩序、市场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缺陷，部分地区脏乱差依旧明显，
亟待进一步治理和完善。

为此，本报从今天开设“不文明行为曝光台”专栏，记者将兵分多路，通
过暗访调查，对各类破坏城市形象、影响市民生活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
与此同时，欢迎市民拨打党报热线962211，提供各类不文明现象的线索。

社区院落环境，涉及千家万户的
生活品质，也是衡量城市文明水准的
重要指标。昨日上午，记者在对抚琴
西南街 1 号院进行走访时，发现这里
存在明显的脏乱差现象，给居民的生
活带来较大影响，也破坏了街道社区
的整体形象。

上午 10 点左右，记者来到抚琴西
南街1号院，刚走进院落，就看到一大堆
垃圾废品堆在绿地边，无人清理。在一
个单元门口，记者看到地上污水横流，
几乎没有下脚之处，只能踩着几块纸
板，才能勉强进入楼道。而楼道内则堆
满了杂物和废品，墙上还贴着各种“牛

皮癣”，整体环境脏乱不堪。此外，楼道
内的各种电缆线也很凌乱，还有随意牵
拉的插线板，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在院落外的街道上，记者发现了
不少脏乱破损的问题，抚琴西南街的
路牌存在错别字，绿化宣传栏陈旧破
损、字迹不清；抚琴街南一巷附近的楼
栋边，还有人在空中牵线晾晒衣服；附
近一条人行道，记者发现这里还有车
辆乱停放的现象，让本来就很狭窄的
过道更加难以通行⋯⋯附近居民表
示，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对街道院
落环境进行全面治理，切实提升居民
的生活质量。

昨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记者来
到怡福路 51 号佳馨苑小区，这里面积
不大，但存在明显的脏乱差问题。

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大量垃圾、废
品堆在一面围墙边，附近打包的垃圾
也没清理，现场脏乱不堪。垃圾堆边，
还有老鼠到处乱窜，让人触目惊心。
记者看到，旁边还有住户安装起了栅
栏，在绿地上种菜，破坏了院落的整体
环境。

走访中，记者看到院里不少绿地
遭到破坏，本该郁郁葱葱的绿地，却堆

满了瓦砾建渣，似乎很长时间没人清
理。还有的绿地，被随意丢弃的共享
单车覆盖也没人管理。

走进楼栋，记者发现这里的“牛皮
癣”问题也很明显，过道墙上张贴、涂
写着各种小广告，虽然有清理过的痕
迹，但仍有很多残留，让楼道环境显得
十分脏乱。这些问题给小区居民生活
带来了不少困扰，居民表示希望相关
部门能切实担负起责任，尽快开展治
理，还小区整洁的面貌，同时出台一些
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反弹。

玉泉街是一条典型的中小街道，
道路不宽。昨日记者现场探访时发
现，玉泉街车辆乱停放现象严重，整条
街的交通秩序较差。

上午 9 点 40 分左右，记者来到了
玉泉街，此时道路两侧已经随处可见
乱停放的车辆。根据记者的统计，约
百米的道路当时一共有 13 辆乱停放
的车辆，有的停在机动车道，影响了
其他车辆通行；有的直接停在人行道
上，给行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乱停放
的车辆除了小汽车外，还有中巴车、

货车等。
记者注意到，玉泉街除了机动车

乱停放的情况外，还存在共享单车、电
动自行车乱停放的现象，这些乱停放
现象影响了整条街的交通秩序，路过
这里的市民李先生说道，“这条街给人
的感受就是乱糟糟的。”据附近商户介
绍，这条街并没有施划停车位，一直以
来都存在乱停放的现象。直至记者离
开时，仍陆续有车辆在此乱停放。此
外，与玉泉街相邻的铜丝街也存在较
为严重的机动车乱停放现象。

推着婴儿车横穿、几个人结伴横
穿、骑车横穿⋯⋯这既危险又不文明
的一幕幕，是昨天记者在浆洗街直击
的情况。根据现场统计，20 分钟的时
间，共有20余人横穿马路。

横穿马路的地点位于浆洗街11号
附2号的门口，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处存
在较为严重的横穿现象，且没有相关人
员进行劝导。10 点 16 分，一位行人横
穿；10点17分，一位行人横穿；10点18

分，10位行人横穿⋯⋯浆洗街一线的车
流量很大，行人横穿马路让人心惊胆战，
甚至还有一位男士推着婴儿车横穿马路。

“太危险了！”“好容易出事哦！”不
少市民在看到横穿的一幕后，发出了
这样的声音。在浆洗街，除了横穿马
路之外，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逆行也
比较突出，有的甚至是在机动车道上
逆行。此外，浆洗街还存在车辆乱停
放的现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昨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记者来
到成华区双桥路 223 号大院附近，发
现街道上大部分是出售蔬菜、水果的
商贩。记者从双华路一直走到新华公
园，发现整条街上大部分商贩都会直
接将店里的蔬菜水果摆在自己店门口
的人行道上，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经营
范围。

由于人行道被商贩占用，路过的
行人只能被迫从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行

走，而非机动车道上除了行人以外，很
多买菜卖菜的人也将自己的电动车或
者自行车停在道路上，使得整个非机
动车道显得非常混乱、拥挤。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街道上还存
在部分商贩直接在人行道上随意丢弃
蔬菜残渣等情况，一些堆放着烂菜叶
的泡沫箱子也被随意放在路边。有些
店老板甚至趁着阳光好，直接坐在非
机动车道的护栏上聊起了天。

怡福路51号佳馨苑小区点位

垃圾堆边老鼠窜 绿地堆满建渣 浆洗街点位

行人横穿马路 既危险又不文明

玉泉街点位

车辆乱停放 直接“霸占”人行道

双桥路223号大院附近点位

人行道成了“菜市场”残渣随地丢弃

光华大道二段点位

共享单车占盲道 人行道成了“停车场”

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

2月25日下午，第二届中国数字经济投融资机构四川行活动在成都举行

道路一侧乱停放的车辆 行人横穿马路 大量垃圾、废品堆在小区一角

□湛璐霜 陈姝妤 四川日报全媒
体记者 唐子晴

2 月 22 日下午 2 时 30 分，攀钢集
团研究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用钢技术
研究所，首席专家邹明手拿笔记本，快
速走进位于研究院的重轨焊接实验
室。这里，即将进行攀钢出口轨的焊
接试验。

翻开邹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
着每天的工作重点和计划事项。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后，这本笔记本上多了
不少与以往不同的内容，“激动、紧张，
但更多的是使命在肩的责任感，我要
把攀枝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脉动、
新动态和对科技创新的建议带到北京
去。”邹明说。

追逐梦想
30 年不断坚持研发钢轨

“ 我 的 梦 想 ，可 以 说 已 经 实 现
了。”与攀钢钢轨研发同行 30 年，邹明
的梦很“硬核”——研发出世界级品
质的钢轨。

1993 年大学毕业，邹明就与钢轨
结下不解之缘。“刚入行时，攀钢钢轨
的年产量为 30 万吨，到如今年产已达
140万吨。产量提升的同时，品质也越
来越高。可以说，钢轨新产品的研发
空间非常大。”邹明介绍，他参与研发

的钢轨品种已有 30 多个，先后开发了
我国第四代 PG4 钢轨、第五代 PG5 钢
轨、系列出口钢轨、高速铁路用钢轨
等，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其中 PG4
钢轨、PG5 钢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到目前为止，这些钢轨都转入批量生
产，而且满足用户要求。”

钢轨研发成功的背后，是一套攀
钢钢轨“密码”在支撑——“老一辈研
究人员的积累，始终如一的严谨作风
和扎实全面的基本功。”邹明说，他先
后跟随 3 位师傅，不断学习基本功，夯
实了研究基础，也搭建起攀钢钢轨独
有的研发理论体系。

视野扩展
关注本地资源开发利用

在 邹 明 的 带 领 下 ，团 队 研 发 出
的钢轨，敲开一个个国际市场。截
至目前，攀钢钢轨出口 35 个国家和
地区。邹明说：“立足资源不断突破
创新，才能创造出大山深处的世界
品牌。”

即使已经走到世界技术前沿，邹
明和团队仍在不断根据用户反馈和市
场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在他
看来，苦练内功，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
品性能，这是永恒的话题，而这和攀枝
花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不谋而合”。
从 去 年 开 始 ，邹 明 开 始 关 注 攀

枝花富集的钒钛资源和紧缺的水资
源，利用空余时间了解钒钛资源开
发 利 用 的 现 状 和 短 板 。 周 末 休 息
日，他便开车到周边乡村，观察农村
用水情况。

“今年全国两会，我准备提交的建
议有 4 个，都和攀枝花本地资源开发
利用有着密切联系。重点建议是关于

‘水资源配置+抽水蓄能+新能源开
发’三结合项目，希望更多藏在大山里
的资源都能尽快利用好，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邹明说。

原载四川日报2月25日一版

研发出世界级品质的钢轨，助力攀钢钢轨
从大山走向世界

30年逐梦
他的“硬核”梦想已实现

人物名片：
邹明，全国人大代表，攀钢

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
用钢技术研究所首席专家

履新感言：
希望更多藏在大山里的资源

都能尽快利用好，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