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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近日，简阳市召开国企从业人员

“五小”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
据悉，“五小”即收点小红包、做点

小生意、帮点小伙伴、吃点小老板、打点
小麻将。同时，“五小”的内涵不只局限
于字面意思、表面现象，其涵盖六大纪
律方方面面的内容。

深入开展“五小”专题治理，简阳
市将深度挖掘“小问题”背后的“大环
境”，以此为切口深挖细查背后的“风”

“腐”问题；做对做好“小切口”背后的
“大文章”，突出办案引领，坚持把查办
案件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重要抓手，
通过典型案件营造声势、形成震慑；强
化纪法教育，坚持将普规普纪与专项
治理同部署、同推进，做到全过程贯
穿、全方位覆盖。

据介绍，专项治理工作坚持因地制
宜，针对每个国企的行业领域不同，要
求其结合实际梳理细化清单，不随意扩
大化、搞一刀切。

打开手机微信，进入“东成十陵”微
信公众号，进入右下角便民服务里的东
成十陵随手拍，成为龙泉驿区十陵街道
市民近期的日常。

“特别方便，你看，比如说这里的
垃圾箱有破损，我进入这个小程序，将
地点位置填清楚，再拍照上传就可以
了，很好操作，也特别方便。”昨日，在
龙泉驿区十陵街道灵龙东路，市民王
阿姨向记者演示了街道上线的小程
序。王阿姨上传该问题后，不到 5 分
钟，就有城管执法人员前来查看。

“感谢您的线索，我们会尽快修补
好垃圾箱。”执法人员对王阿姨说。

“街面出现非法小广告、道路破
损影响通行、占道摆摊留下一地垃
圾……面对这些城市管理问题，市民

只需要拿起手机拍一拍，就能即时上
报等待处理。”十陵街道综合执法协调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只要 5 分钟
左右，就有综合执法人员到市民拍照
位置进行现场查看。

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到达现场？面
对记者的疑问，该负责人说，这还得归
功于十陵街道智慧蓉城运行中心，市民
随手拍的内容会实时传送到中心后台，
由后台监控人员实时分配给最近的巡
街人员，保证5分钟内就能到达现场。

“执法人员到现场查看后，能现场
解决的问题就当即解决，不能当即解

决的问题就带回上报，一般3至5日内
都能解决，市民也可以在手机上随时
查看进度。”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十陵变化真的很大，现在路
面宽敞又干净，乱停乱放现象也没有
了，地面几乎看不见垃圾，绿植鲜花越
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王阿姨十分满意。

如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城
市治理、改善人居环境的行动中来？
记者了解到，在该随手拍小程序中，街
道还针对群众举报奖励实行累计积分
制，经核实认定有效的举报，自动累计

月度、季度、年度积分。积分排名前列
的市民不仅能获得现金奖励，还可获
得街道颁发的荣誉称号。

“除通过市民随手拍反映街面问
题外，我们辖区内现已安装40套接入
智慧蓉城运行中心的摄像头，通过摄
像头自动识别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
营等情况，后台同样会派发给就近的
执法人员到现场解决。”十陵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提升街道精细化、
智慧化管理水平，为市民带来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雨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李菲菲）又到一年一度的爱鸟
周，4月7日上午，记者走进青龙湖湿地
公园参与一场观鸟活动，当日上午，共观
测到8目18科28种鸟类。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近期处于鸟类迁徙的季节，凤头
蜂鹰、斑嘴鸭等“新面孔”出现在成都。

记者乘坐游船前往青龙湖鸟岛附
近时发现，湖面水波荡漾，远处聚集了
不少鸟类。“快看这边！它们是绿头鸭，
过段时间要走了。”正在进行鸟类监测
的成都观鸟会秘书长杨小农表示，这个
季节是鸟类迁徙的季节，南方越冬的鸟
准备往北方迁徙进行繁殖，因此这段时
间会看到一些“新面孔”，比如凤头蜂
鹰、斑嘴鸭等。

当靠近青龙湖鸟岛附近时，天府绿
道集团总工办管理工程师徐颖向记者
表示，“为了便于鸟类监测，我们在青龙
湖鸟岛周围设置了4个视频监测点位，
配合省林科院在树林里安装的红外探
测相机，达到全方位、全天候、全场景的
鸟类监测和生态直播功能。随时随地，
只要打开手机，市民就可以观看直播。”

为了维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留住更

多鸟类，青龙湖在规划建设之初就做出
很多积极的举措，徐颖介绍，“我们在规
划建设之初采取了‘低影响开发和设
计’的原则，对于湖心自然涵养形成的
岛屿，保留了原生的树种，并且在周围
严格禁止水上项目的开展，来保护鸟类
栖息的环境。”

此外，青龙湖湿地公园现场管理工
作人员曹悦琪表示，“我们会定时、按计
划地在鸟岛周围进行巡查，如果有一些
突发的情况，会及时上报给相关部门。
我们也会对游客进行劝导，在游船上会
给游客提示，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喂
食，会对鸟类活动进行保护。”

据悉，成都观鸟会近日发布的《成
都鸟类名录2023版》显示，截至2023年
3月31日，成都行政区境内分布有鸟类
22目79科566种，其中非雀形目计有36
科242种，雀形目43科324种。成都鸟
类约占全国总数的39.17%，约占四川省
总数的74.77%。新增灰胸薮鹛、棕背田
鸡、白腹隼雕、白头鹞等 51 个鸟种，新
增记录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的有1种，列入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8种。

点位：府河桥东路

环境优美道路整洁

昨天上午10点40分左右，记者来
到府河桥东路。在探访中，记者发现
这里秩序井然，车辆和行人都能够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文明出行。

府河桥东路沿河修建，以绿化带
为分割区分出了人行道和车道，整体
环境优美，道路整洁干净。上午时刻，
道路的车辆不算多，但是记者发现，经
过此处的车辆都会自动减速，遇到行
人过马路时也会耐心等待。与此同
时，这里的人行道也十分整洁，行人能
够主动将垃圾入桶，骑行的市民同样
能够自觉将共享单车停放在规定的区

域内，整条街的文明气息浓厚。
散步的罗女士说：“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不乱丢垃圾，这些都是我们每个
市民应该做的，城市的文明和谐需要
我们大家共同维护。”

点位：茶文化公园

鸟语花香和谐有序

坐落在城市中的街心花园，向来
是附近居民饭后娱乐、休闲放松的首
选地，这里绿草成茵，鸟语花香，居民
文明举止，共同维护这片闹市中的栖
息地。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育仁西
路的茶文化公园。这里生态环境良
好，植被覆盖茂密，人行道干净宽敞，

绿化带美观整洁，过路行人都自觉将
垃圾扔进垃圾桶，没有垃圾落地的现
象发生。公园内每个垃圾桶也都清运
及时，地面没有垃圾堆积、遗留的痕
迹。此时正值花期，人行道旁开满了
鲜花，路过的行人没有伸手采摘，只是
驻足欣赏。有部分居民带着宠物遛
弯，也都拴好了牵引绳，没有放任宠物
自由奔跑，避免冲撞他人。

公园内各处都设有文明提示语，

过往行人会自觉规范行为。这里人
行道居多，没有人骑车进入公园。共
享单车也规范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
没有乱停乱放、阻碍通行的现象发
生。公园内设立了很多雕像，游人十
分爱惜，没有出现攀爬、掰扯等不文
明现象。公园内还有文明劝导员来
回巡逻，如果遇到不文明行为会及时
劝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实习记者 杨帆） 4 月 7 日，十六
届市政协委员工作和地方政协联络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市政协“有事
来协商”工作推进会召开，传达学习党
的二十大和全国、省、市两会精神，通报
专委会去年工作情况以及今年工作安
排。市政协副主席左正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十五届市政协以来，委员
联络委以服务委员为重点，建章立制为
基础，学习培训为支撑，作风建设为抓
手，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丰
硕履职成果。会议要求，做好市政协委

员联络委今年的工作，要强化政治引领，
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找准工作定
位，提升服务委员工作质效；要聚焦中心
大局，推动协商议政走深走实；要践行协
商民主，发挥政协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要加强自身建设，奠定高质量履职坚实
基础，为助推加快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
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7个区（市）县政协在会上就“有事
来协商”工作和平台建设情况作了交流
发言。会前，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金牛
区跃进社区“有事来协商”工作点位。

十六届市政协委员工作和地方政协联络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暨全市政协“有事来协商”工作推进会召开

简阳市：

深入开展“五小”行为专项治理

用文明行为 守护城市的“高颜值”

发现问题拿起手机拍一拍
执法人员立马到现场处理

凤头蜂鹰、斑嘴鸭等“新面孔”现身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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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是靠每个市民
的文明举止共同树立起来的，市民的素
质就是城市的内涵，只要每个人从细节

做起，养成文明习惯，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昨日，记者对我市部分街道、街心花园进行走访，发现这些地方干净整洁，通

畅有序，行人也能做到文明行为、优雅举止，大家共同守护美好环境，让城市形象
保持“高颜值”。

府河桥东路，道路干净整洁

他们是成都地铁的
第100亿乘客

2023 年 4 月 1 日，成都
轨道交通线网累计客运量突
破100亿人次。

通过几天的寻找，41位
第100亿乘客中的几位现身
了！一起来听听他们与成都
地铁的故事——

全4K制作大运赛事邀全球共赏

上接01版
成都大运会将首次实现全 4K 制

作。会上，总台发布了由其牵头完成的
成都大运会电视转播制作规划。总台
将在全部18个大项和开闭幕式项目中
按照“全4K”超高清标准制作公共电视
信号，并在田径和网球项目中实时 8K
超高清制作，成都大运会也将成为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历史上和国内大型运动
会历史上第一次全 4K 制作的运动会。
赛事期间，主转播机构将设置270个机
位、24套制作系统，预计比赛直播信号
制作时长将达到1170小时。海量的高
质量信号制作，将记录更多的精彩瞬间
和赛场变化。

国际广播中心
将于7月13日试运营

成都大运会依托龙泉驿区东安湖
畔的东安书院建设了成都大运会国际
广播中心（IBC）。IBC作为大运会主媒
体中心（MMC）的一部分，与主体育场、
火炬塔、游泳馆、体操馆隔湖相望，整体
规划面积10000平方米，工作区域面积
约5250平方米。作为大运会电视转播
的运行中心、信号枢纽和各持权转播商
的前方总部，国际广播中心赛时将汇集
来自开、闭幕式场馆和各竞赛场馆的转
播信号，并通过光缆、卫星互联网等渠

道，将实时信息送达全球，并为持权转
播商现场提供全媒体演播室录制、视频
编辑、配音和评论、节目拷贝、节目分发
等主转播服务。按照计划，国际广播中
心将于今年7月13日试运营，7月25日
正式开放。

按照国际大赛惯例，成都大运会的
转播将在国际大体联授权体系下完成，
海内外观众可以从各种授权渠道观看
比赛。总台作为国内全媒体版权独家
持 有 者 ，将 在 CCTV5、CCTV16、
CCTV5+、央视频客户端、央视体育客
户端等平台为大家带来覆盖大屏小屏，
包含赛事直播、每日集锦、新闻、专题等
各种形态的最全面和立体的转播报
道。抖音体育、各地方电视台、四川电
视台、成都电视台等新媒体和电视转播
商，也已基本明确了转播成都大运会的
意向，会结合各自的媒体特点，为受众
带来差异化的转播和报道。此外，香港
TVB、台湾ELTA体育等港澳台地区媒
体也表达出强烈的转播意愿，并将逐步
明确播出计划。

此外，国际大体联在每个项目上都
会为全球观众提供英文的解说评论，各
国各地区观众既可以通过FISU.TV网站
和客户端观看赛事直播，也可以通过所
在国家和地区的转播商观看赛事直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供图

4月1日，刚下飞机坐地铁回
家的陈龙收到了成为第100亿乘
客的短信，忍不住与家人分享了
这份喜悦。

“没通地铁前，出门特别不方
便，大家都不想出门。”家住双流区的
陈龙，是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第一
次坐地铁时，我还是个10岁的小学
生，不知不觉间已经快大学毕业了，
我也见证了成都地铁的发展。”

有了地铁后，“日子滋润多
了。”陈龙说，每次新线开通时，
他都会约着朋友一起坐地铁到
处玩。就这样，通过地铁出行，
他几乎解锁了成都的旮旮角角。

随着成都轨道交通线网不断
向城市边缘延伸，陈龙打卡点位越
来越多。他很喜欢轨道交通线路新
增后出行方式的改变，也相信生活
会随着地铁的发展，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成都的生活很让人怀念，
等毕业了就回成都发展。”

这些第100亿乘客代表，
只是无数乘客的缩影。他们

与地铁的故事，平凡又
温暖。

从“0”到“100
亿”不断飞跃的数字
背后，是市民乘客十
余年如一日的信任，

是轨道人不分昼夜的辛
勤付出，也是公园城市

拔节生长的奋进历程。

“没想到能成为成都地铁第
100 亿乘客，真的太幸运了。”收
到自己成为第 100 亿乘客的短
信，王红芹难掩内心的激动，她
说：“还记得 2015 年第一次乘坐
成都地铁的情景，如今地铁已经
融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2015 年，因为对成都的向
往，王红芹和家人从外地到成都
旅游。“那也是我第一次来成都，
第一次在成都坐地铁，当时在 1
号线上抬头发现了‘五根松’，脑
海里闪过了在北京求学时经常路
过的‘五棵松’，忍不住笑了，成都
似乎也没那么陌生，一下子变得
亲切起来。”王红芹说，没想到往
后的岁月会与成都、与成都地铁
结下深厚的缘分。

2019年6月，因为工作调动，
王红芹来到成都生活，她与成都地
铁的缘分也越来越深厚。2020年，
随着成都地铁8号线开通，她回家
的路从13站减少为6站，地铁让出
行越来越方便。“也是在那一年，我
们带着4岁的儿子一起坐地铁，小
小年纪的他对地铁里的一切充
满了好奇，盯着列车屏幕仔细
辨认每一站，还认识了这些
地铁站名，从此便成为
一名小地铁迷。”王红
芹说，他们经常带着儿
子坐地铁出游，还带他
打卡了全自动运行的
成都地铁9号线，深度
体验“隧道穿梭”。

“从2015年起，成
都地铁记录了我们的
成长故事，如今已成为
我们一家人通勤、出游
的首选。”王红芹说。

王红芹：

地铁成为
出行首选

任秋松：

地铁
是生活的一部分

“能成为成都地铁第 100 亿
乘客，真的很惊喜！”任秋松在成
都生活了近8年，因为工作原因，
他平均每天需要坐 4 趟地铁，在
成华区、武侯区、金牛区间辗转，
在城市中穿梭。

在任秋松看来，8年来，成都
地铁不断织密线网，出行也越来
越方便。“无论是拥挤的早高峰还
是空荡荡的深夜地铁，在感受了
成都地铁近 8 个春夏秋冬后，我
想说，地铁早已成为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他说，成都地铁真的很
暖，他经常在地铁站看到工作人
员及时帮助有需要的乘客。

工作日通勤，节假日出游，
任秋松与成都地铁的故事从每
天清晨到日落。“愿成都地铁越
来越好。”

唐宪：

地铁让我
有了更多幸福感

“我几乎每天都会乘坐地铁
上班，能成为第100亿乘客，真的
很激动。”4月1日下午，唐宪乘坐
地铁 2 号线去成都东站接女朋
友。“我刚出成都东客站，就收到
了通知短信。”他说，都是女朋友
带来了这份幸运。

作为一名地铁通勤的上班
族，地铁让唐宪有了更多幸福
感。唐宪称自己为普通“码农”，
去年，他离开深圳到成都工作，地
铁通勤让他的生活更加幸福。“每
天早上 8 点多，卡好点，从地铁 1
号线五根松站上车，到世纪城站
下车便可到达公司。”

陈龙：

解锁了
成都的旮旮角角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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