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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 闻 记 者 陈 煦 阳） 3 月 6
日，成都市红十字会第九届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记者在会上获悉，2022 年，市红十字
会以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建设年为抓手，持续深入实施“五大行
动计划”，在疫情防控、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幸福城建设等方面
强担当、作贡献。目前，全年培训持证救护员3.25万人，全市红
十字救护员已突破30万人。

会议审议通过的《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显
示，全市红十字系统不仅在救护员培训数量上实现了突破，也
在募集款物、阵地建设、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以及社会服务等方
面成绩亮眼。去年，全市募集款物6148万元。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血样采集新增 780 人份。红十字青少年会员突破 10 万
人。新增22个应急救护服务阵地，全市应急救护服务阵地总数
达到40个，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市红十字系统将聚
焦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幸福城建设等中心任务，以红十字文化
建设年为抓手，持续深化“五大行动计划”，努力开创红十字事
业发展新篇章。根据计划，市红十字会今年将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五进”活动1000场次，新增持证红十字救护员2.5万名，普及
培训20万人次，各类阵地服务群众10万人次。与此同时，还将
在“三救三献”、基层组织作用发挥、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回访
工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全面助力提升幸福成都品质。

我市红十字救护员突破30万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3 月 4 日，由成
都市委人才办主办的 2023“蓉漂人才荟”上海行活动成功举
行。活动吸引了 2000 余名优秀人才参加现场活动，近 10 万人
线上关注参与，促成超过600人意向签约。

4 日上午，“蓉漂人才荟”走进同济大学系列活动举行。活
动设置了“成都同创谷”等校地合作成果展示和“蓉漂”校友说
环节，加深同济学子对成都工作生活的美好向往。并在现场送
出往返成都机票以及“蓉漂大礼包”等奖品。

同步举办的优秀青年人才线下招聘会，天府永兴实验室、
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属事
业单位等82家成都市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为上海高校学子释
放了2900余个优质岗位，充分满足青年人才求职需求。

当日上午，在同济大学还举行了博士博士后专场座谈会，
为青年科技人才到成都创新创业就业提供政策推介、项目对
接、合作洽谈等平台。下午，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了“集成电路
专场——蓉芯人才”引才活动。

吸引近10万人关注参与
2023“蓉漂人才荟”上海行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李艳玲） 3 月 6
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主
办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Re:Think 2022智慧城市与韧性未来”
会议在中国—欧洲中心举行。

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成
都）发布了《成都高新区产业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成都高
新区碳中和服务业枢纽策略研究》两份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
成都高新区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所具有的技术支撑、平台建设
等优势，提出相应策略与路径以及全国首个打造碳中和服务
业枢纽的前景。

在主旨演讲环节，联合国人居署全球解决方案局局长、副
执行主任代办拉斐尔·塔茨（Rafael Tuts）重申了让城市规划与
时俱进的重要性。“建设韧性城市有多种形式，但从本质上讲，
必须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此外，制定成功的韧性城市议程
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也需要多方参与。”他说，联合国人居署已
经在提高城市韧性方面与成都展开了合作，共同制定了成都高
新区智慧城市规划指南和成都未来科技城可持续城市规划指
南，以后也将继续与成都沟通合作。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3 月 6 日记者获
悉，彭州市纪委监委针对2022年已办结案件开展全覆盖质量评
查，强化以评促改，提升案件质量。

根据以往评查和办案经验，该市纪委监委制定《案件质量
评查评分表》，明确 5 类 87 项具体评查评分指标，成立 9 个评审
小组，采取随机抽取、交叉检查的方式，强化以评促改，构建长
效机制。为进一步强化案件评查客观精准，本次评查还抽调市

“乡案县审”人才库5名人员参与，既充实评查力量，又在案件评
查过程中提升“乡案县审”人才队伍建设。

据悉，本次评查工作分为办案单位自查、评查小组抽查以
及集中复查三轮，既可精准发现案件质量问题，也可以案带训、
以评促学，提升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目前已评查案件
52 件，阅卷 156 册，发现文书管理、程序手续、事实证据等方面
存在问题100多个。

“在力求问题找准、定性精准的同时，我们督促办案单位认
真对照整改，防止问题重复发生，并将评审结果充分运用到优
质案件、优秀文书和先进个人评选，着力营造案件办理比学赶
超良好氛围。”下一步，该市纪委监委将继续加强调研指导，开
展业务培训，切实弥补短板，扎实履行好审核把关、监督制约两
项职责，切实提升案件查办质效。

Re:Think 2022智慧城市与韧性
未来会议在成都召开

成立9个评审组
彭州集中评查52件已办结案件

看成都如何踢好“临门一脚”

冲刺

开门红

促投资，推进重大项目签约落
地、加快建设、投产达产，仍旧是经
济发展的关键。就在 3 月 3 日，成都
市发改委对外公布《2023 年成都市
重点项目融资机会清单》。清单显
示：包括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 266
个，预计总投资 4375.8 亿元，总融资
需求 1046 亿元，涉及重点产业化项
目81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68个、重
点公共服务项目117个。

记者梳理发现，以现代服务业为
例，包含锦江区白鹭湾科技生态园二
期项目在类的 40 个项目。在交通基
础设施领域，则包含如成都市五环路、
金简仁快速路、等30多个重大项目。

将时间线放宽至 2 月下旬：一
汽丰田全新 SUV 项目、沃尔沃汽车
纯电新车型及成都基地在产车型优
化升级项目，先后于 2 月 27 日、28 日
与成都签约。两个项目的共同之处
在于：均属于汽车产业的整车龙头
项目，这无疑将助力成都汽车产业
加速转型升级、促进整个产业建圈
强链。

从经济发展看，一个区域需要
动能强劲的经济板块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当下，各地正以重大项目为
牵引，着眼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构建
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为主
支撑，谋求“开门红”。

新春之后，各地政企组团“出
海”，成为各地推动外贸、抢抓订单、
拓展市场的有力手段。

3 月 2 日，成都高新区再次组团
前往欧洲，“出海引智力拓市场”。除
了“走出去”之外，推动外贸提速也是
另外一个重要手段。

在日前召开的“2023 年 1-2 月全
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上，成都提出，
将抓紧开展“千团万企出海”行动，组
织企业靶向出击出海“谈合作”“找订
单”“扩市场”。

就在 2 月，成都市商务局《2023
年“成都造”产业出海系列活动方案》
出炉，按照该方案，将推动传统制造
业向国际化、标准化发展，塑造一批

“成都造”国际品牌、推动一批“成都
造”产业出海。目前，已经初步梳理
出20个优势产业。

一个更大的外贸基本面是，去年
成都市外贸进出口规模达 8346.4 亿
元，占四川进出口总值的 82.8%。来
自成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份，成都海关办理新增海关报关单
位备案 478 家，其中，成都 398 家，占
比83.26%。

市 场 主 体 是 稳 外 贸 的 重 要 力
量，上述数据背后，意味着新年成都
外贸主体活力进一步显现，加速提
质升级。

走出去与引进来

推动外贸提质升级

步入3月，站在一季度收
官阶段的关键节点，成都如何
踢好“开门红”的“临门一脚”？

看招引，沃尔沃汽车纯电
新车型及成都基地在产车型优
化升级项目、一汽丰田全新SUV
项目先后签约；成都在欧洲招
商引资活动也颇有斩获，海特
高新等成都企业与欧洲企业签
约4.5亿元，招商推介会纷纷走
出国门，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拓
展市场、配置资源⋯⋯

再看消费，除了“名厨名
店”遴选活动之外，成都更是借
助大运会契机，举行“万千商家
齐参与 运动消费新时尚”活
动，营造新消费场景⋯⋯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推动外贸提质升级，拓展内需
扩大消费——稳投资，扩消
费，促外贸，“三驾马车”正拉
动成都经济平稳致远，全力踢
好“开门红”的“临门一脚”。

着眼建圈强链

重大项目仍是关键支撑

同 步 新 闻

3 月5 日，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人力资源
部（志愿者部）正式启动城市志愿服务“伙
伴计划”志愿服务队接力行动。

“我们将在前期报名团队的基础上招
募更多‘伙伴计划’志愿服务队，参与大运
会城市志愿服务小站运行、专项志愿服务
等志愿服务工作。”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人力
资源部（志愿者部）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大运会场馆重要点位，将设立一批城市志
愿服务站点，融合便民服务、赛事推广和城
市宣传的志愿服务功能，让志愿服务队更
方便地参与到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中。同
时，还将不定期组织志愿服务队，参与“爱
成都·迎大运”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V”笑

行动系列主题活动。
据了解，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依

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组织，均可组建 20
人以上、队员年龄均满 18 周岁的志愿服务
队参与报名。各志愿服务队可通过扫描各
区（市）县对应的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进
行报名。报名结束后，成都大运会执委会
人力资源部（志愿者部）将会同各区（市）县
结合报名队伍的资质条件、队伍规模、服务
经验、服务特色等因素，确定最终名单，分
配服务站点。志愿服务队在经过统一培训
后，即可上岗参与志愿服务。咨询电话：
028-62033117。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3月6日，成都大运会市场开发及体育
产业推介会在杭州亚组委会议大厅举行，
50余家杭州亚运会赞助企业、特许经营企
业受邀参加。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宣传部

（开闭幕式部）向与会企业介绍了成都大
运会市场开发赞助计划及特许经营计划，
全面开通针对杭州亚运会赞助企业赞助
大运会、投资成都体育产业的“绿色通
道”。此次推介会上，成都市体育局还针
对世界赛事名城建设及体育产业政策资
源作进一步推介。

为高效完成参与大运会的流程，解
决外地企业的后顾之忧，针对有合作意
向的杭州企业，大运会宣传部将集中服务
力量，以“3 对 1”的标准，即赞助招商、赞
助商服务、权益落实三个团队同时开展对
接工作，帮助企业用最快速的时间融入大
运会，最大限度利用大运会营销周期开展
品牌宣传、产品展示等营销活动。此外，

为了更好展示杭州与成都两座城市的文
创魅力，通过两个赛会平台联动共振，扩
大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执委会还向杭州
亚组委的文创企业、生产企业发出邀请，
推介参与成都大运会特许经营合作，使得
两个赛会的特许文创能够相互赋能、相得
益彰。

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双料”赞
助企业安恒信息在推介会上，分享了企业
从“亚运”走向“大运”的心路历程，全面介
绍了 2022 年深度参与成都世乒赛和大运
会的经验，以及通过参与赛事在蓉落户投
资 10 亿元产业基地的成果。会上，成都
市体育局代表就世界赛事名城建设及体
育产业政策资源进行了详细介绍。参会
企业纷纷表示，十分看好成都大运会等赛
事平台强大的牵引带动作用，看好成都建
设世界赛事名城助推体育等现代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前景。

棋圣与诗圣千年“相约”，杜甫草堂由此
诞生了一段围棋佳话。近日，71岁的“棋圣”
聂卫平又一次来到成都，来到草堂，在中国围
棋西南棋王赛决赛期间举办的“锦观·棋城讲
坛”登台开讲。“成都围棋棋迷把我当成最好
的朋友，我也愿意为成都围棋站脚助威。”聂
卫平在接受锦观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

谈城市
在成都收获人生首个全国冠军

聂卫平与成都之间有着很深的缘分，
1965 年聂卫平第一次参加全国青少年围
棋赛就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1965 年我
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
成都，当时也就住在杜甫草堂。因为从小

接触的第一个外地城市就是成都，所以对
成都的印象特别的好。”聂卫平说道。在
1965 年那次全国比赛中，聂卫平在成都收
获了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

时光荏苒，1973 年 21 岁的他与成都又
有一次亲密接触。“1973 年中国围棋国家
队要到全国各个地方宣传围棋，那是我第
二次来到成都，而且是专门来宣传围棋。
当时成都的围棋发展非常好，所以国家围
棋队西路选择的第一站就是成都。”

话围棋
一个多小时现场挂牌讲棋

位于兴隆街的成都棋院旧址（棋园）在很
多人心中都有着难忘的回忆。当时在棋院进

行的挂牌讲棋热闹非凡，为成都棋类发展奠定
了基础。“成都以前有一个棋园，很多老一辈的
棋手可能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那里。
成都的围棋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因为当年
成都就开始提倡推广围棋。”聂卫平回忆道。

在刚刚结束的第 22 届中国围棋西南
棋王赛上，决赛时聂卫平与张璇一起挂牌
讲棋，现场座无虚席。一个多小时的现场
讲棋，聂卫平始终站着。聂卫平说：“大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到成都来看一看，给成都
围棋站脚助威。”

说传承
每年到成都与棋迷面对面交流

西南棋王赛刚刚创办之时，聂卫平受

邀作为嘉宾棋手参赛，但后来因为个人身
体原因中断了参赛。“西南棋王的比赛已
经搞了 20 多届了，成都能够坚持 20 多年
搞一项赛事，不是很容易啊。最开始的
时候我也作为棋手参赛，后来得了病后
就中断了参赛。现在成都每年赛事也都
会邀请我来，我也非常愿意到成都。”聂卫
平说道。

近年来，成都将围棋与天府文化充分
结合，将各项高水平赛事放在杜甫草堂、
武侯祠、都江堰等文化地标举行，进一步
助力高质量棋城发展。聂卫平几乎每年
都会到成都来，面对面与棋迷进行沟通交
流，在传承围棋文化这条路上，聂卫平从
未止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胡锐凯

成都大运会市场开发及体育产业推介会举行

携手亚运 成都大运会赴杭推介

“锦观·棋城讲坛”上，年过七旬的“棋圣”聂卫平登台开讲

“我愿意为成都围棋站脚助威”

快报名！参加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

3月1日，由成都万千商家和运
动达人们共同参与的“万千商家齐
参与 运动消费新时尚”活动，在春
熙路拉开序幕。借助大运会契机，
成都商业与体育在“全方位的融
合”，各个商圈、特色街区、商业综合
体有了越来越多的运动消费场景和
健身体验项目，成为了成都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缩影。

“首店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和
消费号召力的具体体现。日前，由
中商数据和成都零售商协会联合发
布的《2022年度成都首入品牌研究》
报告显示，2022年，成都首店经济迈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成都全年引
入708家首店，首展首秀共计66场，
首发活动 12 场，半数为成都首发活
动，保持了首店经济第三城地位。

扩大消费，既是城市烟火的需
要，也是产业发展的支撑。成都提出，
将继续办好系列促消费活动，开展“一
周一场景、一周一主题”系列活动，积
极促进大宗消费，推出一批精品文旅
消费活动，做大外来消费规模。

一头连着生产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消费热起来，经济才能活
起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这是畅
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也必将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钟文

促进消费动作频频

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春熙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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