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往全球 “来扫货的外国客人不在少数”

全国
唯一

成都去年航空旅客吞吐量超3000万
全国四大机场群中，成渝机场群旅客吞吐量排名第二

破解海水直接电解制氢难题

成都团队成果入选202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黄雪松） 记者18日从科技部获悉，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科
学技术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于日前
发 布 了“2022 年 度 中 国 科 学 十 大 进
展”，祝融号巡视雷达揭秘火星乌托邦
平原浅表分层结构、FAST 精细刻画活
跃重复快速射电暴、全新原理实现海
水直接电解制氢等 10 项重大科学进
展，从30项候选进展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入选的“全新原理
实现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由成都科研
团队主导和参与。

海水复杂组分引起的副反应和腐
蚀性等问题一直是海水直接电解制氢
难以破解的重大难题。深圳大学/四
川大学谢和平团队通过将分子扩散、
界面相平衡等物理力学过程与电化学
反应结合，开创了海水原位直接电解
制氢全新原理与技术，建立了气液界

面相变自迁移自驱动的海水直接电解
制氢理论方法，形成了界面压力差海
水自发相变传质的力学驱动机制，实
现了无额外能耗的电化学反应协同海
水迁移的动态自调节稳定海水直接电
解制氢。

自主研制的原理样机在真实海水
中稳定制氢超过 3200 小时，法拉第效
率近乎 100%，隔绝海水离子的同时实
现了无淡化过程、无副反应、无额外能

耗的高效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
突破，为解决该领域长期困扰科技界
和产业界的技术难题奠定了基础。

据悉，该研究首次从物理力学与
电化学相结合的全新思路，建立了相
变迁移驱动的海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
解制氢全新原理与技术，另辟蹊径，破
解了海水直接电解制氢难题，可望形
成中国原创的“海洋绿氢”全球新兴战
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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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富） 18 日，记者从民航局发布
的 2022 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
计公报中获悉，去年成都天府、成都
双流两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3109.3
万人次，成都是中国内地唯一实现航
空旅客吞吐量超过 3000 万人次的城
市，航空旅客年吞吐量在城市排名中
居首位。

据了解，2022 年我国境内运输机
场（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254个，其中
定期航班通航运输机场 253 个。全年
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52003.3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42.7%，恢
复到2019年的38.5%。

2022 年 ，四 川 完 成 旅 客 吞 吐 量
3831.9 万人次，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
中，旅客吞吐量排名第二，增速排名第
三。其中，成都天府、成都双流两场共
完成旅客吞吐量3109.3万人次。

除了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飞
机起降架次是机场生产中另两大主要
指标。2022 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成
货邮吞吐量 1453.1 万吨，比上年下降

18.5%，恢复到2019年的85.0%。其中，
成都双流、成都天府两场完成货邮吞
吐量 61 万吨。同时，成都两场累计起
降航班28万架次。

据悉，在全国各运输机场中，2022
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
机场有 18 个，其中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以 1327.6 万人次的年旅客吞吐量迈入

千万级机场序列，为全国唯一新进阶
千万级的机场。

从 机 场 群 生 产 指 标 来 看 ，受 疫
情影响，2022 年各机场群年旅客吞
吐量同比均下降，成渝机场群旅客
吞吐量下降幅度最小。在全国四大
机场群中，成渝机场群旅客吞吐量
仅 次 于 长 三 角 机 场 群 ，排 名 第 二 。

其中，京津冀机场群完成旅客吞吐
量 3568.2 万 人 次 ，长 三 角 机 场 群 完
成 旅 客 吞 吐 量 9525.9 万 人 次 ，粤 港
澳大湾区机场群珠三角 9 市完成旅
客 吞 吐 量 5308.1 万 人 次 ，成 渝 机 场
群 完 成 旅 客 吞 吐 量 5857.9 万 人 次 。
同期，成渝机场群完成货邮吞吐量
104.3 万吨。

商务部 17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2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折
合397.1亿美元，同比增长1%。

从行业看，前 2 个月，服务业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0.1%。高技
术 产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32% ，其 中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长
68.9%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同 比 增 长
23.3%。

从来源地看，前 2 个月，“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11%和11.8%（含通过自由港投
资数据）。

据新华社消息

3 月 16 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
于优化涉外营业性演出管理政策的通
知》，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工
作要求，决定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起，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恢复对涉外
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

18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多个演出场
所了解到，涉外营业性演出恢复审批进
一步增强了业内对线下演出市场强劲
复苏的信心，成都有望自6月起迎来一
批涉外营业性演出，多个演出场所二季
度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期紧张状态。

2 月 16 日起，各地文化和旅游行
政部门恢复对涉港澳台地区营业性演
出的受理和审批。加上接下来即将恢
复的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
批，这意味着将有更多演唱会等大型
营业性演出重回市场聚光灯下。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2023
年演出机构计划中的涉外演出已近千
场，还有更多项目在接洽中。其中，具
有较高市场影响力的知名剧目，如《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都有计划回归中国
市场。另有国际知名交响乐团，如奥
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俄罗斯圣彼得
堡爱乐乐团、华沙爱乐乐团、柴可夫斯
基交响乐团等计划来华，还有更多大
师、演奏家音乐会日程在敲定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多个演出

剧场都在积极地洽谈涉外营业性演出
的引进，成都有望自 6 月起迎来一批
涉外营业性演出。成都城市音乐厅市
场部主任辛宗峄表示，“我们在文旅部
文件下发之前，就已经开始积极地对
接一些涉外团体，以及国内负责运营
涉外团体的演出商，大家也都在等待
着官方宣布正式放开涉外演出，此次
下发的文件则对我们演出行业起到了
定心丸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接下来更多涉外演出在成都开演，成
都的线下演出市场将会加速复苏。”

记者了解到，尤其自二季度起，随
着演唱会和音乐节将进入相对密集期，
加上涉外营业性演出的放开，四川大剧
院、成都城市音乐厅等多个演出场所已
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期紧张状态。

辛宗峄透露，最近负责线下演出
的同事便已经开始忙得连轴转了，“光
是3月份，我们就排了超20场演出，接
下来还会有更多。”

涉外演出放开，演唱会、音乐节
恢复审批，Livehouse 消费持续火热，
线下演出高密度排期⋯⋯无一不显
现出线下演出市场的加速回暖。相
信随着接下来暑期等演出旺季的消
费驱动，成都线下演出市场还将迎来
更大规模的增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走进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
社区同馨苑小区，进了大门抬头就看
到一块液晶显示屏，上面滚动播放着
小区重要的提醒事项，左边一个古朴
的小凉亭映入眼帘，里面不仅有桌椅
供居民休憩，桌上还摆放着几盆花草，
干净又温馨。

很难想象，这个小凉亭以前是一
个垃圾房，堆满了垃圾，气味难闻，居
民都要捏着鼻子绕着走。

同馨苑小区是成都老旧小区改造
的一个缩影。当前，成都市正加快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持
续增强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注重“面子”，更
在意“里子”，成都市积极鼓励小区居民
成为“设计师”，在改造中实施“一院一
策”，根据居民的需求“按需定制”。

同馨苑小区的小凉亭改造就是居
民出的主意。“以前那个垃圾房又脏又
乱，小区改造肯定希望能变得更美，再
加上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下楼散步
也希望有个地方坐一坐。没想到，现
在变成现实了。”70 岁的同馨苑小区
居民张芙蓉说。她在小区住了快 30
年，看到环境越来越美，还主动加入了
小区老年志愿者队伍，希望能为小区
发展出一分力。

“在小区改造中，我们不仅上门到
每家每户征求意见，还开了几十次院
落坝坝会，鼓励小区居民参与改造设
计。”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社区
党委书记彭超说。

去 年 7 月 ，在 收 集 了 居 民 意 见
后，小区改造启动，随着改造工作如
火如荼进行，越来越多的居民积极

参与进来。
同馨苑小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建

造的老旧小区，共有3栋楼，住着84户
155 人。小区内没有规划停车位，长
期以来，居民停车靠“见缝插针”，有空
位就停，导致小区又乱又堵。在此次
改造中，居民黄映秋提出这个问题，得
到街道和社区的大力支持。如今，小
区梳理规划出了专门停车位。

“现在好了，车停在停车位里，整
个小区更有秩序。居民进出小区方便
多了，心情自然也好多了。”黄映秋满
意地说。她还告诉记者，小区在改造
中听取大家的意见，新修了几个花架，
到了夏秋季节，花朵爬上架子，居民在
花架下赏花喝茶，肯定非常惬意。

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记者从成都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了解到，2022 年，成都已经完
成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601 个 ，投 入 资 金
14.5亿元，惠及7.2万户居民。

从平整道路、修建花坛、加固外
墙、修缮屋顶防水层等硬件提升，到越
来越注重品质改善和文化营造⋯⋯在
相关部门的引导下，成都很多居民积
极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中来。

成都市还出台相关办法，严明建
设管理流程和标准，组织居民全过程
参与，规范质量保修标准和时限，精心
组织、精细施工，用心化解反复开挖、
施工扰民、房屋漏水等群众“烦心事”。

据悉，今年成都市还将加大力度、
整合资源，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生活环境差、
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优先纳入改造，
计划实施616个老旧小区改造。

据新华社成都3月18日电

“这批货是出口瑞士的，大家多看
多比，尺寸严控在 3-5 公分。”在中国

（赵家镇）羊肚菌总批发1号仓库，李玉
宝穿梭忙碌着安排工人分拣货物。

收鲜菌、进烤箱烘干、分拣、装箱
发运⋯⋯为在规定时间交付，20多名
工人连日赶工，天还没亮就开始忙活。
3月正值羊肚菌大量出产的旺季，商户
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每天
有七八吨羊肚菌从这发往世界各地。

“来扫货的外国客人不在少数。”
一年来，李玉宝把 37.5 吨羊肚菌送上
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及日韩等国的
餐桌。提起第一次卖货到欧洲的经
历，他笑称“运气不错”。当时在云南
开土特产店的他到金堂备货，发现五
湖四海客商追着要货，带回老家的货
也很快售空，而赵家镇街上搞批发的
并不多，嗅到商机的他决意留在金堂
干批发。 紧转03版

3 月的初春，阳光温暖。走进锦
江区东湖街道新莲新苑，住户们藏不
住心中的喜悦。就在不久前，小区迎
来了“大变脸”，一改从前“老旧”的形
象，换上了“新装”。

东光片区成型于上世纪 90 年代，
为实现居民的“宜居梦”，锦江区启动
东光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新莲新苑就
是其中的一个。

坚持“品质院落+美学街区”理
念，东光片区以“老旧小区更新+特色
街区打造”为支点，“一体化、连片式”
推进“五院三街一游园”加速提升。

“五院”即新莲新苑、锦东苑、警官
公寓、东怡园、金具厂宿舍；“三街”即东
光街、东怡街、东光南一巷；“一游园”即

东光小游园。通过挖掘沙河休闲文化、
传承东光发展历史、融入居民院坝故
事，不断呈现“一院落一特色、一街区一
品质、一片区一格局”的时代风貌。

与此同时，锦江区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还预留电梯增设空间，并推出“菜单
式”服务，征求居民增设电梯意见。“是
否同意增设电梯由居民自己说了算！”

“目前，金具厂宿舍（北顺西巷 6
号院）、东光南二巷 9 号增设电梯已全
部完成。”锦江区公园城市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针对改造完成的小区，还引入
区属国企专业物业，加强小区规范管
理，持续保障优化居住环境，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期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同 步 播 报

老旧小区改造预留电梯增设空间

是否需要电梯 居民说了算

前2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6.1%

新华社关注成都老旧小区改造：

居民担当“设计师”
小区怎么改“按需定制”

涉外营业性演出明起恢复审批

二季度成都各大演出场所排期火爆

从起步的3亩地到年交易80亿
——成都羊肚菌走向世界之路

3月的成都平原，春意盎然。驱车驶过油菜花田环绕的成南路，沿金
堂大道一路向东，便来到了远近闻名的赵家镇羊肚菌销售一条街。

在长七八百米的大观街上，数十家店铺林林总总，家家户户堆满了货
物。各地牌照的面包车穿梭其间，时不时传出“到货喽”的吆喝声。

这条距县城20公里的老街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却是全国最大的羊肚
菌交易集散地。从这里出发，金堂产羊肚菌远销到法国、瑞士、意大利、日
本、韩国。

3月旺季一到，五湖四海多达400余户菌商汇集于此，在大岭街—三金
路沿线自发形成了近6公里的销售一条街。经他们之手，羊肚菌在金堂年
总交易量达1万余吨，交易额约80亿元，占全国总交易额近七成。

作为原产地，金堂如何在菌种培育、现代化种植、商品交易端持续发
力，创造交易量、交易额全国双料第一？记者近日进行了探访。

●2012 年野生羊肚菌人工驯化栽培取得
成功

第一步

●2013 年野生羊肚菌人工驯化栽培基地
启用
●实现较大面积商品栽培

第二步

●2014年在赵家镇发展了500亩野生羊肚
菌驯化基地
●推广“羊肚菌—水稻—蔬菜”高效栽培
模式

第三步

●羊肚菌商品化规模栽培，科技化种植取
得突破
●时至今日县内种植 2 万亩、金堂籍农户
带动县外种植5万余亩
●全国“遍地开花”的示范带动效应已形成

第四步

旅客吞吐量3109.3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61万吨

累计起降航班28万架次

2022年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繁忙的双流国际机场。 本报资料图片

金堂羊肚菌经历“四步走”

种植户正在采收羊肚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