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2023 成都市招商引智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顶尖人才和研发团队落地，是此
次签约的另一个特点。当天的签约仪
式上，以高通汽车芯片研发中心项目、
青岛创新奇智工业机器人创新中心暨
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项目为代表的一
批顶尖人才团队项目落地成都，其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 1 个、外籍

院士团队1个、创新合作平台2个。
其中，高通汽车芯片研发中心项

目是高通公司首次在四川落地研发
机构，将与高通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合作，共同推进自动驾驶和智能驾
舱等产品领域的研发。该项目可进
一步完善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生态，

助力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
促进成都产业建圈强链。

青岛创新奇智工业机器人创新
中心暨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将聚合
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联合打造“国
内一流、西部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创
新中心暨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落地
创新奇智智造实训总部，助力成都智
能制造产业提质增效。 下转02版

33个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团队有何特点？

先进制造业是主力 院士团队落地蓉城
3月29日，奋力夺取一季度

招商引智“开门红”迎来最后的提
速冲刺——当天，以“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3成都市招商引智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在天府新城会议中心
举行。活动现场共签约重大项目
和顶尖人才团队33个，投资总额
达1042.3亿元，为深入推进产业
建圈强链，持续推动“三个做优做
强”和“四大结构”优化调整注入
新的强劲动能。

这些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
团队的签约落地，是成都市持续
深入开展建圈强链招商引智攻
坚行动，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投资
提速的结果，将为成都现代化建
设成势见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和动能保障。

本次签约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
先进制造业项目多：共签约先进制造
业项目20个，投资额788.5亿元。

其中，中国航发成发航空发动机
和燃气轮机产业基地项目将吸引航
空发动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蓉落
户，助力航空发动机产业建圈强链，
推动航空产业结构调整。

深圳货拉拉智能产研中心项目

拟投资33亿元，建设包括新型汽车电
子电气信息架构、车联网大数据中心
及云平台、驾驶辅助系统（ADAS）等
技术在内的智能产研中心，将进一步
提升我市在国内车载智能系统产业
的影响力，促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

易点云拟投资 40 亿元在蓉设立
全国业务总部，主要承担全国研发及

交付、设备采购及再制造等业务职能，
项目建成后将引进云计算、营销自动
化等多类型企业服务供应商，并助推
区域IT办公设备供应商业务发展。

上海西井科技无人驾驶及智能
网联商用车智造全球总部项目将带
动智能网联商用车上下游企业来蓉
落户，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推动全市商用车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并助力成都国际陆港重点片区
建设。

项目特色鲜明 20个项目涉及先进制造业

带动人才引聚 一批顶尖人才团队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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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丹） 3 月 29 日，一列满载 50 柜
进口氯化钾的中欧班列运抵位于成
都青白江的成都国际铁路港。此趟
班列从俄罗斯始发，是全国首列以通
关一体化方式在内陆综合保税区完
成货物报关、关税缴纳、实货放行的
大宗商品专列。

本次回程专列主要装载来自俄罗
斯进口的氯化钾，货重 1300 吨，用时
11 天到达位于成都青白江的成都国
际铁路港。

据了解，“综保区通关一体化模
式”是指进出口货物在沿海、沿边等
第一入境口岸开展综保区一体化申

报，相应的检验检疫在指定区域办
理；货物实现中心站与综保区的直
通直转。

此前，进口货物运抵中心站，须经
过铁路口岸落箱、短驳后才能到达综
保区。整个链路环节多、手续杂、耗时
长，难以满足当前大宗货物的高效流
转需求。

“相比以前，综保区一体化通关
模式至少为我们节约了 24 小时以上
的通关时间；单列货物可以节约近3万
元的物流成本，一年下来就可以节约
上千万元。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和决
心在铁路港深耕发展。”相关企业负
责人表示。

全国首列通关一体化
综保区专列昨日抵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赵子君） 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获
悉，成都市创新试点“强化培训收费监
管”，于 2022 年 1 月实施《成都市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实施
细则》，并于今年 3 月出台《成都市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
实现了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全
覆盖”。

按照《细则》，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预收费，须全部进入本机构
在 四 川 省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信 息 管 理
平台上的监管专用账户，同时不得
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代管、
代存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

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的费用，且不得
超 过 5000 元 。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机 构
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
合 同（示 范 文 本）》（2021 年 修 订
版），防 止 一 次 性 收 费 过 多 增 加 资
金风险和家长负担，最大限度避免
隐患发生，切实维护学员（家长）合
法权益。

市教育局同时提醒家长，支付
培训预付费时一定要从属地区（市）
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缴费渠
道进行缴费，根据签署的培训协议
缴费，千万不要用代收、代存或线下
现金支付等方式进行。资金未进入
监管专用账户将不能有效保障家长
的消费权益。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张家华） 3 月 29 日，2023 成都市招
商引智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签约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团队 33 个，
投资总额达 1042 亿元。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施小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
出席签约仪式。

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是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次现场签约重

大项目和顶尖人才团队 33 个，投资总
额 1042.3 亿元。其中，包括中国航发
成发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产业基
地、深圳货拉拉智能产研中心、易点云
全国业务总部等重大产业化项目27个、
投资总额 1038.5 亿元，涵盖集成电路、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12 个重点产业
链；高通汽车芯片研发中心、青岛创新
奇智工业机器人创新中心暨高技能人
才培育基地等顶尖人才团队和合作平

台类项目6个、投资总额3.8亿元，其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1个、外籍院
士团队 1 个、创新合作平台 2 个。这批
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团队的落地，将
进一步填补成都重点产业链空白，补
齐上下游短板和关键技术环节，推动
产业规模能级整体跃升，助力加快构
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

今年以来，成都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题，聚力开展建圈强链招商引智

“百日攻坚行动”，全市一季度预计签
约重大项目和高能级项目 131 个，协
议投资总额 2662.17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9.1%、6.8%，其中，30 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 50 个、投资额 2227.06 亿元，
100 亿元以上特别重大项目 5 个、投资
额 524 亿元。

市领导杜海波、鲜荣生，四川天府
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历章，成都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余辉出席。

总投资超1000亿元 33个重大项目和顶尖人才团队集中签约

2023成都市招商引智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施小琳王凤朝出席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刘飞） 3月29日，成渝双核人社协
同发展 2023 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成
都市举行，会议审定了《2023 年度成
渝双核人社合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以下简称《清单》）。
据介绍，《清单》围绕构建就业、

社保、人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
“四大体系”，以及完善成渝双核人
社合作工作机制，明确了 5 个方面、
28 项重点工作。

在构建共育共用、精准协同的
人才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清单》提
出，携手争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西部科学城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协同组织专家与基层需求对接、引
导专家服务基层；加大两地博士后
联合招收、培养力度，共同发布博士
后招引岗位信息，举办博士后学术
交流活动；引导成渝两地技工院校、
企业开展校校合作、校企合作，联合
培养技能人才。

在构建便捷均等、普惠共享的社
保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推动成渝两地

更多景区实现社保卡“一卡通游”，在
线上购票、刷卡（扫码）入园等方面共
享“同城待遇”；研究社保卡金融支付
便捷结算机制，探索在居民生活消费、
公用事业缴费等方面实现社保卡“一
卡通购”。

在完善成渝双核人社合作工作机
制方面，构建双核人社数据共享机制，
将双方共同关注、反映人社事业发展
重点任务的指标纳入共享范围，共同
促进补短板。

当天，双方商议审定《成渝双核人
社合作统计数据共享制度》（以下简称

《共享制度》），围绕经济指标、就业创
业、社会保险、人事人才、劳动关系、公
共服务、区域合作 7 大板块，明确了共
享指标118项。

具体来看，“共享指标”重点围
绕 新 增 就 业 、社 会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技 能 人 才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社 保 卡 等 数 据 开 展 共 享 。
同时，《共享制度》明确了相关职责
任务和交换时间，并建立起动态调
整机制。

本 报 讯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杨 升 涛） 日 前 ，四 川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联 合 四 川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保障厅发布《四川省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
制 剂 目 录（2022 年）》，进 一 步 提 高
我 省 参 保 人 员 用 药 保 障 水 平 。 目
录 自 2023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有 效
期 5 年。

在制剂目录数量上，目录将全省
80 家医院生产的 2867 种医疗机构制
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其中西药制剂
182 种，中药制剂 854 种，藏药制剂
1831 种。制剂支付使用范围方面，目
录内的医疗机构制剂按“乙类药品”管
理，仅限于本院使用或在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规定的调剂范围内使用时基金

方予支付。
针对制剂支付标准，要求各地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前公布目录内本地
区医疗机构制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支付标准，并报省医
疗保障事务中心汇总，全省统一执
行。支付标准是指基金支付定点（协
议）医疗机构制剂费用的基准，包括基
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
各定点（协议）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支
付标准。

据了解，这是四川省首次统一全
省医保医疗机构制剂目录，实现了全
省制剂品种、支付标准的统一和互认，
对推动四川省医保用药管理更加统一
规范、促进四川省基本医保省级统筹、
促进四川省中医（民族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发布首版
医保医疗机构制剂目录

昨日，在大邑县新场镇川王村的一片山
谷中，被称为成都“第三水源”的三坝水库正
式开工。建成后，它将和李家岩水库、都江
堰工程一起成为成都的三大水源。

“三坝水库距天府新区仅56公里，具备
自流供水等优越条件。”成都市水务局规划
计划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坝水库总库容
1.61 亿立方米，可有效提升成都的用水安
全。在应急状态下，这些水源能满足中心城
区综合生活需水量的70%，连续供水30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陈煦阳

摄影 熊一凡
相关报道详见02版

“第三水源”
昨日开建

成都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一次性不得超5000元

更多景区实现社保卡“一卡通游”、居民生活消费“一卡通购”⋯⋯

今年成渝人社部门
将联合开展28项重点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
29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等 11 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
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传统优势食品产区
规模不断壮大，地域覆盖范围进一步
拓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升。

指导意见明确了传统优势食品产

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百亿龙头、千亿
集群、万亿产业”的地方特色食品发展
格局，培育 5 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的传统优势食品产区，25 个
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龙头
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全国知名地方特
色食品品牌和地方特色小吃工业化典
型案例。

围绕这些目标，指导意见部署了

优质原料保障、产业集群建设、技术装
备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特色品牌培
育、转变发展方式以及业态模式创新
7个方面工作20项任务。

为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指导意
见明确，将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发
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
机构为地方特色食品生产企业发展提
供助力；稳妥推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等。

11部门发文
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四川日报讯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立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植
树添绿正当时。3 月 29 日上午，四川
省和成都市党政军领导来到位于成都
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植树
点，与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
省政协主席田向利，西部战区中将
副司令员杨志斌等参加。

东安湖体育公园是即将举办的成
都大运会主场馆所在地，也是广大市
民常去的休闲健身打卡地。植树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王晓晖、田向利、杨志斌

等与大家一起扶正苗木、围堰浇水、填
实新土，合力栽下桂花、樱花、海棠、木
芙蓉、银杏等300多株树苗。王晓晖一
边劳动，一边询问了解苗木品种、生长
习性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要加强管
护，确保成活成林，让群众享受更多绿
意。经过一番紧张忙碌，新栽下的树
苗迎风挺立在东安湖畔，公园再添一
片新绿。

植树间隙，王晓晖、田向利、杨志斌
等听取了全省开展植树造林、国土绿
化和成都市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
设等工作情况汇报。王晓晖指出，植

树造林是推进美丽四川建设的重要
举措，也是增进群众生态福祉的民生
工程。要扎实推进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大力倡导全
民爱绿植绿护绿兴绿，进一步扩大环
境容量、增强生态韧性，为子孙后代
守护好这一片蓝天、一江碧水、一方
净土。绿色是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
的最美底色，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部署，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鲜
明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不
断夯实新时代新征程现代化建设的
绿色本底。

参加植树活动的还有：省委、省人
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
西部战区空军、省军区有关领导，成都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当
地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代表等。

据省绿委办统计，2022 年我省完
成营造林 559.36 万亩，全省森林覆盖
率达到 40.26%；全年共有 3200 万人次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1.1亿余株。

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军领导参加2023年义务植树活动

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
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四川画卷

王晓晖田向利杨志斌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