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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 记者日前从省安办获
悉，为推进建立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诚
信机制和依法治安工作制度，全面降
低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引发各类事故
的风险，提升非煤矿山企业从业人员
守法意识和能力，省安办印发《全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反三违”专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 4 月
起至 12 月，在全省非煤矿山开展安
全生产“反三违”专项行动。

《方案》要求，非煤矿山企业应建
立健全规章制度，重点围绕五个方面
开展“反三违”，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一是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督促非煤
矿山从业人员转变意识、转变作风、
规范行为；二是常态化开展对照自查
自改，每月对照 48 类突出问题和违
法违规行为开展自查自改；三是全面
制定行为红线，依据非煤矿山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主要内容等，分

层级、分岗位制定违法、违规、违章行
为红线清单，配套制定严格的追责问
责清单；四是建立“反三违”工作长效
机制，健全完善监督检查、行政执法
规范、举报奖励、责任追究等制度机
制；五是常态化监管执法检查和责任
追究，将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反三违”
活动情况纳入日常安全监管执法重
要内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发现 48
类突出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时，要重
点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责成
企业内部实施责任追究，并跟踪处理
结果。

同时，《方案》明确，应急管理厅
成立非煤矿山安全工作“反三违”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各市（州）、县（市、
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各非煤矿山企业
均要对照成立相应领导机构，有序有
效组织开展“反三违”专项行动。对

“反三违”工作推进不力的，将进行约
谈、通报，并严肃追责问责。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胡锐凯） 2023年3月—5月，成都
市体育局联合成都市教育局，发动专
业体育教育力量，深入东部新区、简
阳市、邛崃市三圈层部分乡村学校，
开展“爱成都·迎大运”成都市青少年
时尚运动季“送体到校”公益活动，目
前活动圆满结束。

此次活动围绕解决成都市内青少
年体育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新兴时
尚体育项目普及不到位的问题，既是
应运而生解决问题的重要举措，更是
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深化
体教融合，落实《成都市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
具体体现。

在每所活动学校开展了不低于70
个课时的软式棒球、腰旗橄榄球、飞盘、
旱地冰壶等新兴体育项目的深度体验，
累计教学上万人次，受益学生5200余
人。同时，还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新兴

时尚项目的体育器材，进一步提升学
校体育教学器材保障，让新兴时尚体
育项目在乡村学校得到普及和参与。

活动一改以往“时间短、项目单
一”的问题，将每个项目的教练员直
接安排在学校“驻校扎点”，在学校与
师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开展体育项
目连续性的授课教学，为全校师生带
来四个新兴时尚项目的深度体验，让
同学们感受“别样”的体育课堂，从而
进一步培养青少年兴趣爱好，丰富体
育活动内容，养成终生运动的习惯。

在授课中，授课教练认真负责地
为学生讲述了各个项目的起源、比赛规
则，并且让每名学生走到学校操场亲身
参与体验各项运动的乐趣，同学们在充
满乐趣的体育课堂中掌握了各项运动
的基本比赛知识。同时，教练团队还与
学校体育教师进行教研交流学习，通过
进一步丰富学校体育教师的执教技能，
让新兴时尚体育项目得到进一步推广。

有事找“苏伯”
废弃角落变议事空间

“苏伯，我想再捐盆花放在文化长
廊。”“苏伯，那边有电瓶车停放不规范，
你给物业说下哈。”⋯⋯昨日，记者来到
仁合社区的中铁银杏广场小区，居民口
中叫着的“苏伯”正是今年67岁的小区居
民苏再勇。他也是该小区的微网格员之
一，热心开朗，是不少居民对他的评价。

“退休后身体还行，能为小区居民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很高兴，我们小区现
在环境好，邻居见面都是笑呵呵的，有事
我们就在这个党群e家商量。”苏再勇一
边说，一边拉着记者向党群e家走去。

苏再勇口中的党群e家原本是小区
某单元楼下的闲置空间，久而久之，竟成
了堆放大件旧家具的地方。不少老年人
经常聚集在此打牌，楼上的住户对产生
的噪音有很大意见。

眼看居民间发生矛盾，苏再勇作为
一名微网格员，找到物业和社区，从中
协调，首先决定将该处的大件垃圾清理
掉，由物业进行一些简单装饰，将这里
打造成一个温馨的议事空间，再放上一
些书籍，供居民阅读。

空间打造完成了，不少居民对改造
后焕然一新的面貌十分满意，但原先在
这里打牌娱乐的老年人不乐意了。“作
为业主，也是一名老年人，由我出面去
给大家讲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打牌，比物
业和社区年轻的工作人员去沟通要容
易得多，我也理解老年人需要一个空间
休闲娱乐的想法，但前提是不要影响他
人。”苏再勇说，给喜欢打牌的老年人做
好思想工作后，他又去找到物业，协调
出一间原本是堆放杂物的小房间，供老
年人休闲娱乐，既满足了老年人的需
求，空间也相对独立，不会产生噪音。

“有了党群 e 家这个公共空间，小
区里商议事务也有去处了，参与小区事

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苏再勇说，小区
居民的交流越来越多，大家的归属感也
越来越强了。

坚持多年义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

每月10日上午9点，在仁合社区塞
纳国际小区中庭处，一名“理发师”带着
一张椅子、一块围布准时出现，左手梳
子、右手剪刀，在居民头上挥“剪”如
风。短短几分钟，老爷爷原本杂乱的长
发，被这位理发师打理得整整齐齐。摸
着自己整齐清爽的头发，老爷爷满意地
点点头，欢声笑语不断。

这位理发师叫杨芳，是仁合社区一
名微网格员，也是一家烧烤店的老板
娘，她之前开过理发店，于是想到利用
闲暇时间和辖区物业一起开展义剪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杨芳为居民进行义
剪的举动，已坚持好几年了。

“给小区里的叔叔阿姨们剪头发的
同时，还能陪他聊聊天，每次看他们剪
完头发高兴地回家，我心里也很开心。”
杨芳说，自己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能为居民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服
务，同时也想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像苏再勇、杨芳这样的微网格员在
仁合社区共有 122 名，值得一提的是，
不只是退休的老年人参与进来，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成为社区的微网格员。

“我们通过在线上及线下搭建交流
平台，方便微网格员和居民交流沟通，
同时我们定期开展微网格员培训会，并
采取专职网格员与微网格员‘拉手结
对’的方式，快速提升微网格员的履职
能力，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金世凤
说，当前微网格员已经成为社区政策的
宣传者、信息的收集者和矛盾的调解
者，正努力朝着细“治”入“微”，实现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向迈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雨 文/图

对微网格员进行救护培训

发挥众治效能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目标

小区居民就是微网格员
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刚刚过去的周末，郫都区红光街
道仁合社区开展了一场红十字会急
救培训，家住仁合社区中铁银杏广场
小区的微网格员苏再勇在这场培训
中拿到了红十字救护员证书。“以后
遇到小区居民有突发情况我也能及
时进行救助了，这样的培训很有意
义。”苏再勇为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
点赞。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网格化
治理作用，以网格党建为牵引发挥网
格党组织堡垒作用，通过在平时的志
愿服务活动中发现、挖掘党员、退役军
人、律师、教师、退休干部、居民骨干
等能人，将其发展为微网格员，参与
社区共治。”仁合社区党委书记金世
凤介绍，社区进一步完善“微网实格”
体系，提升城市众治效能，目前辖区
内一共有 122 名普通居民成为社区
微网格员，他们从群众中来，又融于
群众之中，扎根在各自小区，是社区
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重要力量。

四川围绕五个方面开展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反三违”专项行动

成都市青少年时尚体育运动季
“送体到校”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红豆杉、大熊猫、川金丝猴⋯⋯5月22日
是第23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中国乃至
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成都市是全球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众多珍稀的生物
物种在这里生活、繁衍。2022年，在第七届全
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
角——中国日”上，成都市获得“生物多样性魅
力城市”称号。

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近年来，
成都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132天增加
到299天，PM2.5浓度累计下降58个百分点，每
年有70余天能够在市区看见雪山，“窗含西岭
千秋雪”胜景常现。全市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至
100%，观测到的鱼类达122种，“水中大熊猫”
桃花水母现身成都月牙湖。新增城市绿地
1845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4.5%；
绿色产业规模突破2500亿元。

眼光转向成都市的近郊，这里又有多
“野”？昨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一探生物多样性之美。

“雾柳暗时云度
月，露荷翻处水流萤，萧萧散

发到天明。”《浣溪沙》中的“流萤”让人向往，
而在距离成都市区110公里的邛崃市天台山，

以三叶虫萤为代表的 20 多种萤火虫在此“安
家”，数量和品种均居全国前列，使天台山成为
亚洲最大的萤火虫观赏基地和中国首家萤火
虫生态旅游景区。

2022 年，县域森林覆盖率达 67.04%，排
名成都市第一；空气环境质量持续达标，
先后获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等荣誉⋯⋯

在成都市蒲江县避暑游览过的人都有一
个共同印象：高低起伏的森林绵延不绝，
薄雾萦绕在山间，如梦如幻，绿色之美令
人流连忘返。

紧邻三道堰古镇，徐堰河、柏条河和柏
木河自村中穿流而过，水渠纵横，植被茂密，
无论散步休闲还是避暑乘凉，成都市郫都区
的云桥湿地公园都是一个好去处。近日，同

样位于云桥湿地，一台红外触发自动相机捕
捉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的
影像，这是成都平原以及成都市主城区首次
记录到豹猫的影像。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认真觅食的岩羊、登
上雪峰的扭角羚、东张西望的绿尾虹雉⋯⋯
去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工作人
员在野外布设的红外线相机收获了诸多惊

喜，珍稀动物的多次“敲门”印证着生态环境
不断向好。数据显示，大邑县境内有植物
230科929属2063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
植物13种。

都江堰市的北部，坐落着一处约 364 平
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栖息着近千种珍稀动植
物。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使其成为
成都平原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就是龙溪-
虹口自然保护区。它是 1997 年经国务院审

定发布并正式命名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
然保护区，是全国 35 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
还被中国科学院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五大
基地”之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邛崃市：萤火森林

蒲江县：中国天然氧吧

郫都区：饮用水水源地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
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22 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2023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48674 个，其
中，动物部分69658个，植物部分47100个，真菌界
25695 个，原生动物界 2566 个，色素界 2381 个，细
菌界469个，病毒805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较 2022 版新增
10027 个物种及 354 个种下单元，其中，真菌界新
增了 8202 个物种及 320 个种下单元，成为本年度
名录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 据新华社

大邑县：大熊猫国家公园

都江堰市：全国生物多样性“五大基地”之一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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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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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网格员在小区进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