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版责任编辑：张道平 编辑：刘平 李昊 美术编辑：高超 二版责任编辑：方芳 编辑：樊铱明 美术编辑：沈其兵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要闻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02

12345，一个简单的电话号码，每
一个疑问的解答，每一个问题的推动
解决，都关联着市民在电话那头的热
切期盼。日前，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
西南测控公司采购部门负责人何女士
拨通了这个电话，让她为难的是一批
安全帽。

“我们在公司内部的安全检查中
发现有一批安全帽已经过期，但是我
们没有资质进行销毁，这也不能乱
扔。”听闻 12345 热线可以解决企业诉
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何女士拨通
了成都 12345 热线的求助电话。

何女士告诉记者，公司主要负责
油气开采工作，对安全帽检查一直都
很严格，这批次排查出来过期安全帽
共计 116 顶，伴随着过期的还有部分

消防用品。“随意丢不仅污染环境，万
一被其他人捡走再次利用会造成极大
的安全隐患。”

接到市网络理政办派发的工单
后，龙泉驿区综合执法局环卫所负责
人齐凯峰与何女士取得了联系，“大
概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就帮忙联系了
二次分解中心的人员跟我确定了报
废的物料和数量，反馈得很及时。”

也就是在当天下午，齐凯峰带着
成都鸿润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运
营总监严一一同到何女士的公司清
点了需要回收的物料。令何女士感
到贴心的是，分类分装打包、协调车
辆托运、后期处理报废⋯⋯何女士不
用再出任何费用，“本来以为要出一
定的报废处理费用的，结果他们全权
负责了，服务真的很周到，也给我们
省了不少心。”谈及处置的情况，何女
士连连称赞。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长乐

犯难：安全帽过期咋处理
求助：12345帮你贴心处置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白洋） 记者昨日获悉，“2023 中意
文化创新产业园路演暨推介会”在苏
州举行，活动发布中意文化创新产业
园区30项机会清单。

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机会清
单涵盖网络视听产业、创意设计产业、
文博旅游产业、会展博览产业等，邀请
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入驻，活动同时对
中意文化创新产业园进行专题推介，
向企业详细介绍了成都、四川天府新

区和中意文化创新产业园的发展机
遇。四川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意文化创新产业园坚
持“举旗中意合作、传承天府文化、整
合全球资源、引领文创趋势”的发展思
路，聚力发展创意设计、网络视听、文
博旅游三大产业，致力打造成为全国
数字创意策源地、西部视听智造增长
极和中意文创新地标。“希望通过此次
推介会，加强中意产业双边交流合作，
集聚创新。”

5 月 14 日，在成都高新综保区卡
口，一辆辆货车有序快速通行。此前，
物流公司驾驶员进出综保区，必须停
车等待人工检查确认后才能通行，现
在只需出发前提前申报就能“秒过”，
这为物流公司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记 者 获 悉 ，这 一 便 捷 的 通 行 方
式，得益于成都高新综保区卡口使
用 的“ 空 箱 识 别 系 统 ”。 该 系 统 实
现了空车识别、研判和放行的全自
动化，空车进出综保区的平均时间

由 3 分钟压缩至 20 秒，有效提升了
卡口通过效率。

“空箱识别系统”正是成都高新综
保区“数智综保”项目建设的成果之
一。据悉，“数智综保”项目是成都海
关推进智慧海关建设的有力举措，旨
在进一步提高成都高新综保区管理信
息化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海关监管
质效，促进通关便利化，为园区和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成都高新综保区还

全面推广“数智综保”移动端平台，手
机端就可方便操作口岸数据交换、关
键信息共享、监管工作协同等功能。

“五一”假期前夕，鸿富锦精密电
子（成都）有限公司中央关务负责人李
银波熟练地在手机上向海关提交节假
日延时服务，提交完成后不久即收到
了审核通过的信息。

“得益于海关推出的‘数智综保’
移动端平台，我们可以在线办理延时
预约服务，轻松实现‘线上申请+即时

受理’，保障急货通关需求。现在移动
端平台搭建起了海关与企业之间即时
智能交互渠道，查验预约、流程提示和
异常反馈等都可以线上办理，进一步
提升了通关效率。”李银波说。

目前 ，“数智综保”移动端平台
已覆盖成都高新综保区高新园区和
西 园 综 保 区 ，惠 及 园 区 企 业 52 家 。
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企业服务
信息化力度，畅通企业、政府、海关
信息交互渠道，实现政企服务办事

“成本低”，业务“时效高”，信息“范
围广”，企业“网上办”，助力高新西
区企业稳增长、促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发布30项机会清单
2023中意文化创新产业园路演暨推介会举行

成都高新综保区“空箱识别系统”上线

空车过关仅需20秒

小春收割大春播种 田间地头“双抢”忙
风吹麦浪穗飘香，收割插秧一片

忙。成都平原广袤的田野又被染成
了金色，一年一度的“双抢”（抢种抢
收）季又到了。这是每年农业生产最
关键的时候。田间机器轰鸣作响，收
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忙碌，插秧机来回
奔忙，为全年的粮食丰收播下希望。

提升能级
一道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答题

紧接01版 这一举措，将推进学校教育
链、人才链与地方产业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厦门印发2023年城乡建设品质提
升实施方案，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特色
精品公园打造和路外公共停车位新增
等，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功能⋯⋯城市的能级越高，回应群众对
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就应越强。

推动能级提升，说到底，也是一
座城市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的必由
之路。拿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的紧迫感，既保持清醒定力，又敢于
突破创新，让我们立足当下、着眼长
远，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
务，努力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作出
更多贡献。

成渝紧密联动 34个合作项目有序推进

丰收
良种良法小麦单产创新高

“亩产 608.7 公斤！”随着测产专家
报出一个响亮的数字，位于崇州的长
江上游优质粮油中试熟化基地内沸腾
了。这是由省科技厅农村中心、中科
院成都生物所、川农大等机构专家组
成的测产团队，正在对我市 2023 年小
麦高产示范进行验收，结果令人振奋：
小麦新品种蜀麦1868百亩连片实测验
收，亩产达 516.9 公斤，创成都平原新
高；蜀麦133实收亩产达608.7公斤，创
成都市小麦最高单产。“今天我们收割
测产的品种有蜀麦 133、蜀麦 1868 小
麦等。经专家现场测产，小麦产量再
创新高，平均比去年增长 5%，相信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江上游优质粮
油中试熟化基地负责人杨福明说。

和中试熟化基地一样，连日来，我
市各大粮油基地捷报纷至沓来。在邛
崃高埂街道“天府粮仓”小麦新技术试
验示范基地内，首次示范小麦免耕带
旋抗湿播种技术的田块，小麦测产创
下了 528.1 公斤/亩的高产纪录。据
悉，去年11月，邛崃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在高埂街道火
星片区开展小麦新技术核心示范，针
对长江流域稻茬小麦普遍存在的种子
播不下、苗出不齐、长不好的难题，选

用了川麦104主导品种，首次采用免耕
带旋抗湿播种技术进行示范。“我种小
麦10多年了，以往都是先旋耕、再撒种
子、撒肥料、最后覆土，共有 4 道工序。
现在用这种新技术只需一道工序就可
同时完成带旋、播种、下肥，每亩可比
过去节省四五十元成本，而且出苗率
高、肥料吸收好，今年我的麦田亩产达
到了 500 公斤，比过去提高了 50 公斤
以上！”当地农户黄光伦欣喜地说。

播种
智能农机省时省工还标准

周末，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内一片繁忙景象。数十台
大型拖拉机、无人机、5G 智能无人插
秧机在这里有序忙碌着。各农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们纷纷抢抓晴好天气，将
小春的油菜和小麦收割下来颗粒归
仓，同时拉开今年大春生产序幕。

前 几 天 刚 收 割 完 油 菜 的 大 田
里，3 台大型拖拉机开始翻耕农田，
不 一 会 儿 ，数 十 亩 农 田 翻 耕 完 毕 。
紧接着 ，无人机开始施肥 ，5G 智能
无人插秧机进行插秧。只见高标准
农田里，一台台融合物联网技术，搭
载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的 5G 智 能 无 人 驾
驶插秧机缓缓行进，如同有一双“慧
眼”，自如地按照设定的轨迹和速度
自 主 行 驶 ，实 现 自 动 插 秧 、自 动 转
弯、自动变速。所过之处，葱绿的秧
苗纵横成线，行距和苗距精准掌控，
随着插秧机不停地行进，田里插满
了一排排整齐嫩绿的秧苗。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 5G 智能无人

插秧机，只需要人工辅助上秧盘，一台
机器一天能插 60 亩秧苗，相当于完成
50 个人的作业量，不仅减少了人工成
本，而且实现精细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作业，最终达到提高水稻生产综合效
益的目的。”农机公司负责人张建华告
诉记者，只要在机器上设定一个参数，
无人插秧机就能进行标准化作业，误
差不超过2厘米。

不仅是播种。这样的“高科技”种
粮，在成都平原已随处可见。天府农博
园核心区3000亩大田展区内，100多种
智能设备正在精准运转，空气湿度、风
力、土壤水分、营养成分、作物长势、有
无虫情⋯⋯在“数字农业”加持下，以最
少的人力实现了最精确的管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受访单位供图

记者在探访中了解到，并不是
所有的月季品种都能在二环高架上
长得这么好，二环高架最美月季的
背后是市科技局支持的“公园城市
建设特色花卉植物选育研究及应用
示范”项目，这一项目给月季花的盛
开注入了“科技力量”，给城市绘上
更美的颜色。

成都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二环高架上用的月
季大概有15个品种，包括粉扇、北京

红、柠檬酒、画家等优良的品种，每
一个品种的月季都经过 1 年以上的
选育研究。

在观赏性方面，这些月季花大、
色艳，而且可以多次开花；在抗逆性
方面，这些月季品种整体的抗病虫
害能力都比较强，而且耐修剪，耐高
温高湿的能力也不错。

记 者 在 探 访 中 详 细 了 解 到 ，
成都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采用了
科学的筛选方法 ，他们从外地引

进月季品种之后 ，会在温江的永
宁苗圃进行 1 年以上的物候观测，
选取综合表现能力都比较好的品
种 ，最后才会将它们移栽到二环
高架上。另外他们还对这些月季
进行持续的杂交 ，从而培育出观
赏性和抗逆性都比较好的品种 。
此外，在月季进行养护的过程中，
会根据月季的开花情况及气候情
况 ，对它定期进行养护修剪和病
虫害防治。

记者还了解到，成都市花木技
术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支科研团队，
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特色花卉植物
选育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他们将
继续在乡土植物开发、自主知识产
权花卉培育等方面展开深度研究，
希望能借助科技的力量，培育出更
多观赏性好、抗逆性强的花卉植物，
给城市着色。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
松 文/图

二环高架的月季
为什么这样艳

最近，二环高架最美
“月季花环”火出圈。细心
的市民心中也有不少疑问：
为什么家里的月季那么小、
二环高架上的月季那么
大？为什么家里的月季花
枯萎得快、二环高架的月季
花期那么长？⋯⋯

二环高架最美“月季花
环”背后到底有什么“黑科
技”？记者带着疑问，进行
了探访。

记者探访最美“月季花环”背后的科技支撑
？

二环高架上每一个品种的月季，都经过 1 年以上的选育研究

收割机在田间开足马力穿梭忙碌

上接01版
这一案例真实反映了高位推动下，

双核联动中省市区紧密联动的真实运
行状态：一年来，两地三方的交通、经
信、科技、金融、文旅、商务、体育等主管
部门，围绕共建领域积极开展互访交
流、认真策划合作事项，在专项工作组
推动下，重庆成都直接合作的第一批34
个合作项目有序推进。34个合作项目
包括成渝中线高铁、跨境公路运输联
盟、国际班列海外仓、重点实验室、算力
资源、生物医药产业等一批成都、重庆
合作标志性、引领性重大项目。

有何亮点？
双核联动联建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专项工作组的推动下，区县合
作 更 是 亮 点 纷 呈 。 成 都 市 23 个 区

（市）县与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 21 个
区县和 3 个主要开发区全面开展交流
合作。其中，成都市的 16 个区（市）县
与重庆市的 19 个行政主体还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结对覆盖面
大幅提升的同时，双核合作事项进一
步实化。例如：四川天府新区与重庆
两江新区持续深化汽车制造、电子信
息、文创会展、总部经济等在内的八大
产业联盟；成都温江区与重庆巴南区
携手共建“成渝双城”生物医药产业高
地；成都高新区与重庆高新区共同编
制出台了“双区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 经 济 圈 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2—
2025）；成都青羊区与重庆渝中区会同
两省市主管部门联合主办 2022“成渝
双城消费节”暨 2023“爱尚重庆·迎新
消费季”；成都新都区与重庆九龙坡区
联合梳理发布 71 项“新龙通办”事项
清单和152项企业经营通办清单等。

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项目加
快落地，标志着双核联动联建取得实
质性突破。

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成
形。成渝中线高铁全面开工建设；中
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量位列全国第
一；跨境公路班车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上线运行；中老跨境直达班列持续拓
展万象、万荣等新站点并实现双向稳
定运行。

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迈上
新台阶。聚焦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集
群，强化错位发展、相互融合，两市先

进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
共建西部科学城跑出加速度。共

同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成渝
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总体方案》，共同争取科技部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西部科学城的
意见》，“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
创新平台加快打造。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实现良好开
局。落实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
建立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及出台《联合实
施细则》；成渝金融法院挂牌运行；推动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
易所实现重点项目互推、共享。

共建现代化国际都市迈出坚实步
伐，联合申办“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
博览会获商务部支持，推动两地市属
三甲医院 45 项临床检验、67 项医学影
像检查互认，两地实现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

下一步怎么干？
策划实施一批

标志性引领性互利共赢项目

会议当天，重庆市发改委、四川省
发改委、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
下一步双核联动的重点推进工作提出
建议。

重庆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提到，
双核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工业和
服务业水平，都要能快则快、能高则
高，同时要重点带动成渝中部崛起和
辐射带动两翼等其他地区协同发展。

四川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应，要
在强化极核发展能级基础上，更大力度
推进重庆西扩和成都东进，推动周边城
市积极承接“双核”产业转移和功能输
出，带动周边特别是中部地区加快崛
起。同时要以成渝双核为引领，推动成
都都市圈与重庆都市圈互动。

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提出三
点建议，建议抓好专项工作组实体化运
行，充分利用合作机制，加强部门间对
接合作，细化年度任务和责任分工。建
议深入摸排双核联动的难点堵点，找准
问题形成问题清单，为下一步提出落地
举措提供基础支撑。建议合力做好双
核联动探索突破，借鉴国际国内先发城
市群经验做法，策划实施一批标志性、
引领性、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

王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
宇 制图 申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