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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成都，微风徐徐，花香四溢。漫步在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社区欢乐祥和、
街区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醉人、风景如诗如画。一项项民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事，为
民生“加码”、为幸福“加速”，印证着街道步履不停的文明之路。

文明，为城市赋能添彩。城市，携文明阔步前行。
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过程中，石羊街道为文明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从推

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环境整治，从净化社会环境到增加公益设施，从完善社会保障到强
化基层治理，文明已经融入到街道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角落。环境越来越美，基础
设施越来越完善，公共秩序越来越规范，行为举止越来越文明。

上下同心共创建，共建共享同奋斗。石羊街道围绕党建凝聚力量，通过“清单化”
发现管理、纵深“循环化”微网实格治理体系，探索引领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新模
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看得到的文明创建成果赫然
在目。

“这里明亮宽敞的环境、按类
划分的摊位设置，为大家带来了舒
适的购物体验，不仅提升大家的生
活品质，也为城市文明添彩增色。”
在石羊街道府城菜市场内，居民纷
纷为改造后的市场环境点赞。

府城菜市整洁明亮，行人通道
及消防通道畅通，各个商户摊位的
菜品堆放整齐。与此同时，相关工
作人员正在对农贸市场开展实地
检查督导，市场角落或摊前偶尔掉
落的菜叶、杂物等，一旦发现都会
被及时清扫干净。

距离府城菜市约 4 公里的益
民菜市南苑店，已完成更新改造提
升。充分借鉴上海、苏州、杭州、深
圳等多地知名农贸市场成功经验，
益民菜市南苑店结合天府文化的
有机融入，打造成为有颜值、有文
化、有烟火气的菜市。

菜市场既是展示城市文明形
象的窗口，也是衡量民生改善情况
的标尺。菜市场的不断升级改造，

“改”到了居民的心坎上，一张张幸
福洋溢的笑脸、一声声发自肺腑的
称赞，充分展现了烟火气中的“文
明范儿”。

这是石羊街道文明创建最鲜

活的缩影。
“我们坚持抓整改、固优势、补

短板、促提升，持续深入推进环境
集中整治，努力建设天蓝水清、路
净城美的宜居宜业美丽家园。”石
羊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街道还因地制宜开展改
造提升。锦城社区全新打造升级的
锦城社区幸福·V帮小站正是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点位，这里是社区整合辖
区优质服务资源，以“多元参与 协商
共治”工作模式，利用闲置空间打造
的一处民生服务空间场景。

升级后的小站，新增了数十余
项“管家式”精细化贴心服务，可辐
射辖区10个小区院落，服务2万余
名居民。此外，小站还是社区阳光

“365”和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阵地
之一、“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的重
要枢纽平台。

2023 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成都将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提高
市民文明素养。以此为契机，石羊
街道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宣传文明诚信理念为抓
手，深入推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
实践活动，强化公共文明引导，营
造文明社会氛围，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10 条清单、20 支队伍、100 日行动、
200 名石羊文明大使、1000 个小时服务
时长⋯⋯石羊街道“文明百日行”活动
中，一组数据展现出街道助力成都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决心。

文明城市、文明社会的建立，不是单
单靠一个人实现的，需要全社会公民的
共同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群
众既是受益对象，更是创建主体。

“我们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争当文明
宣传员，形成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强大合
力。”石羊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参与石羊
街道“文明百日行”的20支队伍中，涵盖了
在地服务物业、幼教老师队伍、居民亲子
家庭、社会工作者及社区工作人员等多个
行业多个平台的志愿者。

走进石羊街道各社区，围绕“文明百
日行”“榜样的力量”等主题，“家·校·社”
文明知识进校园、“春风和睦，树文明家
风”家庭趣味运动会、“文明餐桌”小课
堂、“趣味环保知识竞答”等多样化主题
活动陆续开展。

在庆安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
者纷纷化身“文明宣传大使”，联合庆安小
学和石羊第十二幼儿园共同开展“家·校·

社”文明知识进校园活动，用小手拉大手的
方式倡导师生及家长不说粗话、不乱扔杂
物、不乱贴乱画、不横穿马路、文明出行......
从自身做起、点滴做起，以榜样的力量，引
导带动更多家人自觉践行文明行为。

在锦晖社区，“人人讲道德，人人讲
诚信”文明知识宣传活动通过看短片、学
模范、谈感悟、作承诺四个环节，带领居
民群众学习了解信守承诺、诚实守信的
重要性，让文明意识入心入脑。

截至目前，近 40 场活动辐射辖区居
民近 2 万人次，参与的每个人都深有感
触。庆安小学六年级二班的邵运宏说：

“文明是不乱扔一片废纸、文明是看见一
片废纸就主动捡起。作为一名小学生，
我们要争做文明的小小践行者，共同参
与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点点滴滴。”

辖区居民郭全香说：“诚信是文明的
底色，我们不仅要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
己，在生活中也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为创建和谐文明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文明、和谐、整洁、美好的氛围中，
以“家在石羊”为主题理念的家、校、社、
企共建共创的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新
模式已然成形。

“请不要乱扔废弃纸箱，可以折叠摆
放规整”“共享单车请停放在市场门口的
划线框内”⋯⋯在石羊街道锦城社区益
民菜市，微网格员侯玉秀和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一起，正在进行文明知识宣
传、环境卫生整理、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
活动。

“现在我们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得把
咱们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保持下来。”侯玉秀说。

连日来，在石羊街道多个农贸市场，
由行业工作人员、小区（院落）骨干、党员
群众、微网格员等构成，以宣传、联络、引
导为主要职责的点位管理队伍，广泛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向辖区居民发出文明
温馨提示，引导群众在日常买菜、出行坐
车的实际生活中近距离学习文明知识，
养成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文明从自身做
起的素质意识。

同时，石羊街道庆安社区、府盛社区
等各社区，通过开展“每日清、每周净”党
建引领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及时发现—
当下整改—工作收集—汇总反馈”的可
循环化多方高效联动文明创建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各院落各单元微网实格矩
阵作用，共同参与到文明实践工作中
来。截至目前，已联动14个社区98个院
落95个网格2148个微网格，用实际行动
擦亮石羊社区院落文明“名片”。

微网格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

作中发挥大作用，微网格的助力将创建
的成果延续并形成常态。

在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典 范 城 市 过 程
中，石羊街道各社区齐行动，通过“清
单化”文明管理+“循环化”文明探索，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第一时间组
织召开工作推进会，对工作细节再动
员、再部署，形成辖区文明重点点位管
理清单，涵盖城市社区、主次干道、农
贸市场、中小学校等 148 个点位，并对
具体情况逐一制定管理方案、细化任
务分工、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到
人，落实每个点位 1 名点位负责人、1
名首席接待员、1 名微网格员、1 名文明
劝导员、1 名环卫工人、1 名绿化工人和
1 名大队队员。同时，聚合联动“网格
员+微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四方基层力量，积极构建“微网实
格”文明社区循环治理体系，共同奏响
文明社区“进行曲”。

全民参与 全力以赴
凝聚共建共创共享强大合力

巩固提升创建成果
高质量推动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微网实格”循环治理体系
推进文明创建精细化管理 宜居宜业 共建共享文明和谐美丽家园

“四川是国家战略大后方和农业大
省，是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和西部
唯一的粮食主产省。”据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徐芝文介绍，对四川而言，推动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过程，就是持
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的过程，就是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过
程。据悉，2023年我省将全力确保完成粮
食稳面增产首要任务，确保全年粮食播面
达到9500万亩以上、产量达到715亿斤以
上，大豆播面达到825万亩。

同时，我省还将大力推进生猪产业
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生猪产业现代化
规划和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建设国
家区域生猪种业创新中心，确保全年出

栏 6000 万头以上；聚力实施“天府良田”
建设行动，推动“四川省农田建设条例”
立法工作，高质量推进都江堰灌区和 2
市、10县、100片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全
年新改建高标准农田425万亩；着力推动

“川字号”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开展系统
化践行大食物观示范创建，出台促进“三
链同构”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的实施意见，
完成“天府粮仓”省级公用品牌的注册发
布；强力推进农业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分
产业组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高端智库；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重点
支持我省 50 个重点帮扶县产业优化调
整，增强联农带农能力；加快健全农业全
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实施农业生产“大托
管”示范工程，初步构建“县为农服务中
心+乡为农服务站（点）+村为农服务员”
三级服务体系，评定首批省级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组织100个，新增全省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 2000 个以上；示范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进500个省级示
范村创建，积极争创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当地
时间2月28日，“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招商引智（日本）
投资推介会”在日本东京举办。

会上，成都市投资促进局以“话机遇，促合作”为
主题，从多个维度对成都市投资环境展开推介，突出

“链主”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核心牵引作用，向参会日
本企业充分展示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建圈强链成果，并
向参会企业嘉宾发出诚挚邀请，希望更多的日本电子
信息企业到蓉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成都将以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优质高效的政务及产
业服务，助力企业在蓉高质量发展。

本次推介会，成都持续推行“链主企业+领军人
才+产业基金+中介机构+公共平台”联合协同招商模
式，邀请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投资平台和
金融服务机构共同参与。

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招商引智（日本）
投资推介会在东京举办

成都高新区企业将组团“出海引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记者
昨日获悉，由成都高新区人才发展促进会组织的成都
高新区企业赴欧洲“出海引智力拓市场”交流团将于 3
月2日集中出发前往欧洲。

据悉，本次出海交流活动以“筑梦起航 扬帆出
海”为主题，交流团将由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往德国
柏林，开启为期 9 天的洽谈交流。这也是继去年 12 月
首批企业出海“拓市场”后，成都高新区组织的又一次

“组团出海”行动。
以本次出海引智活动为契机，成都高新区面向全

球发布了“国际化人才招才引智榜单”，覆盖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金融等重点产业链方向，涉及70余家企
业100个岗位需求。

此外，成都高新区将依托国外大学、协会等机构，
在欧洲建立 5 个海外人才工作站，充分链接国际化引
才及人才资源，为辖区企业引进海外人才搭建服务
平台。

如何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昨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四化同
步”系列新闻发布会第3场，邀请省农业农村厅、省经信厅、省水利厅、省农科院相关负责人，就四川加快
农业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目标、路径和方法，以及2023年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的
重点任务进行了详细解读。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一） 昨日，
武侯区举行重大产业化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武侯区与
新希望集团、壹玖壹玖集团两个重量级的链主企业分
别签下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武侯区将与新希望集团围绕做优做强
总部企业，深化产业投资布局，加强物业服务、冷链物
流、营养保健、医疗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与壹玖壹玖集
团围绕酒类产业发展、主要经营性业务落地加强合作。

据介绍，该区将切实发挥“链长+链主+专班”的工
作机制作用，紧盯建圈强链高能级企业，抓龙头、补短
板、强链条，不断提高链主链属企业本地配套率，推动
主导产业加速壮大、新型产业加速聚集。

两大链主企业签约落户武侯区

据介绍，我省将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从农产品加工提质增效、农业装备水平提升、农业
农村的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发挥新型工业化主引擎作用，
全力助推农业现代化。

围绕农业农村水利建设，我省将在成都平原和攀西等
地区，开工建设引大济岷、毗河供水二期等骨干水利工程，
抓紧建成亭子口灌区一期等重点工程，形成全省水网主
骨架和大动脉；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实施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推动大中小灌溉工程与田间工
程衔接配套，将都江堰等大中型灌区整区域优先建成高标
准农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实习记者 赵珊

启动育种联合攻关 发布“天府粮仓”公用品牌
持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我省明确今年任务

种业是现代农业的“芯片”。四川省是全国四大育制
种基地之一，今年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的省种质资源中心
库，是目前全国首个省级综合性资源库。2023 年我省将
着力抓示范、建基地、育龙头，启动育种联合攻关，培育10
个育繁推联合体，推进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推广优质粮
油品种 10 个以上，特色经济作物优新品种 10 个以上、畜
禽特色品种 12 个以上；实施制种基地提升三年攻坚行
动，建设国家区域蔬菜种业创新基地和水稻、玉米、油菜、
大豆、生猪5个种业集群，建设1个国家级现代种业园区、
2 个省级现代种业园区；同时实施种业领军企业培育工
程，持续推进“川种振兴”。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
达到715亿斤以上

今年将新增
农机装备20万台（套）

据介绍，今年四川将推进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生产行
动，新增农机装备20万台（套）、总动力80万千瓦，完成机
械化作业面积2亿亩次、同比增长4000万亩次，确保粮食
机收减损率控制在5%以内；推动全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
应用“一体化”试点行动，组建产学研用推联合体，研发适
用新机具 100 台（套）以上；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行动,大
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打造“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30 个以上；推进
宜机化改造行动，着力消除影响丘陵山地农机作业障碍
因素，今年建设全程机械化先行县 10 个、先导区 100 个，
加快提升全省综合农业机械化水平。

全国首个
省级种质资源库今年落成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天府粮仓””

粮食
稳面增产

确保全年粮
食播面达9500万
亩以上，产量达
715亿斤以上

建设
天府良田

推动“四川省
农田建设条例”立
法工作，确保全年
新改建高标准农
田425万亩

推进
农机应用

新增农机装
备 20 万台（套）、
总动力 80 万 千
瓦，完成机械化作
业面积2亿亩次

育种
联合攻关

培育 10 个育
繁推联合体，推进
商业化育种体系建
设，推广优质粮油
品种10个以上

天府农博园彩色油菜花田 本报资料图片

实施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