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陈煦阳） 昨日，记者从
成达万高铁公司获悉，5 月 28
日，成达万高速铁路资阳中和
制梁场第一孔40米预制箱梁成
功浇筑，标志着成达万高速铁
路桥梁工程建设进入全新施工
阶段。

据介绍，时速350公里高铁
大多采用 32 米预制铁路箱梁，
40米预制箱梁是铁路重大科研
创新成果在西南地区的首次工
程化应用，在 32 米预制箱梁的
设计基础上进行了深度优化，
40 米预制箱梁的投用，将减少
桥墩设计数量，实现降低建设
成本和减少铁路用地的目的。
成达万高铁公司遂宁指挥部指

挥长李升平表示，首孔箱梁的
成功预制，标志着资阳中和制
梁场由临建施工转入箱梁试生
产阶段。

成达万高速铁路作为全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
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
性工程之一，也是四川东向出
川的重要通道。高铁建成通车
后，以达州为代表的川东北城
市群和以万州为代表的渝东北
城市群将被紧密联系起来，形
成四川东出北上、连接长三角
和京津冀的高铁“大动脉”，对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
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袁弘） 作为成都市规
划的四级 TOD 体系中的城市
级 TOD，占 地 570 亩 的 三 岔
TOD 以“产学科创新高地、立
体复合公园城、东区门户新形
象”为总体打造目标，规划建设
了立体垂直空中校园、产学研
科创新空间、高品质生活空间
三大核心功能区，高等院校、商
业街区、写字楼、星级酒店、租
赁住房、品质住宅六大业态。
近日，记者走进三岔TOD项目
现场，只见绿道环绕、高楼林
立，住宅与校园遥相呼应，一派
未来都市景象映入眼帘。

“目前项目开工地块已达到
8个，总面积约298亩，在建面积
约90万平方米。以地铁18号线
为界，东边是西南交大城市轨道
学院，西边是三岔TOD住宅部
分。”项目负责人表示。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学院
（一期）已于去年 12 月封顶，包
含 3 栋公寓楼、实验楼、游泳羽
毛球馆及学生食堂；以公共教
学、创新中心、学生会堂、学生公

寓为核心的二期（东区）主体结
构即将全面封顶；图书馆、信息
中心科研、行政及教师办公用
房、科研平台和教师周转公寓等
三期（北区）主体结构建设也将
过半。

“这座占地约102亩的学院
将高校建筑设计与城市自然本
底有机结合，打造‘立体分层+
无边界’的未来空中校园，将成
为校城一体、无界融合、开放共
享的未来高校新形态、新样板。”
项目设计工程师表示。

2023 年 初 ，三 岔 TOD 保
障性租赁住房地块全面开工
建设，这里将呈现约 1100 套高
品质租赁住房。“围绕不同的
租住需求，各 TOD 项目的保
障性租赁住房设计布局各有
特色。”成都轨道城市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三岔 TOD 保
障性租赁住房将立足于项目

“产学研”一体的定位，通过多
元产品配置满足租户品质居
住需求，并延伸至生活方式各
个层面，提升空间品质与配套
服务。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王雪钰） 5 月 27 日，由
四川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凉风顶
社区、总部商务区央企和事业单
位联合主办的“尔雅青年季·正
青春心相会”首届大型青年联谊
活动在秦皇湖畔尔雅户外会议
室顺利举行。此次活动以“以乐
为媒、以廉养心”为主题，搭建起
集娱乐、交友、分享、联谊为一体
的互动平台，活动吸引了新区企
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近百名
优秀青年参加，通过现场进行互
动游戏，活跃气氛，增进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天府新

区正兴街道纪工委在此次联谊
活动中将展现清白持家、敬业奉
献、为民服务、助人为乐等含义
的文化制品嵌入主办方为青年
们赠送的伴手礼中，旨在将“廉
洁种子”播撒在未来即将组成的
新家庭中，让清廉家风沁润人
心，同时引导广大青年在各自工
作领域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
做事，推动形成以家风塑廉风、
以廉风树新风、以新风肃政风。
据悉，本次联谊活动共有 10 对
优秀青年牵手成功，并在现场互
赠“廉洁于心，方能洁身”的书
签，传递廉意，共享清廉。

一直以来，成都安逸、文艺的城市气
质令人印象深刻。在青莲上街，这样的
氛围尤其明显。

我经常沿着青莲上街晨跑，这里的
早晨十分安静，几处垂直绿化的外墙，
更是这条街的标志性景观。伴着早晨
的微风与暖阳，在这里锻炼身体感觉无
比舒适。

旁边的大川巷艺术街区也很有特
色，里面一些古着店、茶馆都很有特色，

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喝茶看书，也可以和
朋友一块逛逛商店，挑选自己喜欢的商
品。这里的店铺都装修得十分文艺，有
很多有意思的墙绘与装饰。我最喜欢的
是那个金色的立体网格状艺术装饰，在
这里拍照很出片。一些卷帘门上也有趣
味横生的墙绘，你可以模仿上面人物的
动作，拍出来的照片很有意思。

推荐方式：
如果你身边也有类似的“小风景”，

可以拍摄照片或视频，扫描下方二维码，
通过党报热线 962211 微信公众号发送
给我们，与更多人一起分享。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图片由推荐人提供

走进金牛区金桥苑小区，抬
头望去，干净的外墙、明亮的窗
户、整齐的雨棚……小区新貌让
住户欣喜不已。昨日，经过8个
月的“蜕变”，这个 20 年前修建
的小区通过竣工验收，居民迎来

“新”生活。
去年8月以前，这个小区还

是老样子：一进小区，就有一股
扑鼻而来的“味道”，小区路面一
下雨就积水，凌乱的架空线犹如
蛛网密布。小区环境与周边设
施不符，还存在用电、排水、安防
等风险隐患，成都建工集团三公
司根据设计方案结合现场实际
情况，对金桥苑小区进行改造，
改造范围包括拆除防护围栏，违
法搭建；对外墙翻新，门窗更换，
雨棚更换，楼梯间涂料粉刷，栏
杆翻新，电线电缆序化，屋面防
水施工等。

去年 8 月，小区开始进行
改造，对建筑立面改造与小区
景观双提升，在改造过程中充
分结合居民意愿，重点改造小
区配套基础设施，提升小区生
活品质。

小区经过全面改造，实现
统一规划管理。路面宽敞平整
了，环境变好了，配套设施也更
加齐全了，地面新规划的停车

位上整齐有序地停放着机动
车，过去存在的小区设施老化、
路面破损等问题都被逐一破
解。为方便居民出入，还新建
非机动车棚，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极大地便利了车辆进出、停
放。同时，新增监控系统、门禁
系统，为小区后期管理提供的
便利，“我们现在感觉居住在小
区更有安全感了。”住了10多年
的王行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小区改造完成
后惠及居民 154 户，“新做的防
水让我们不再担心漏雨。”住在
顶楼的张阿姨说。不仅如此，该
小区改造时还清掏了原污雨水
管网，并全面改造和新增污雨水
管网，将空调冷凝水并入空调排
水管道，实现统一排放，困扰居
民多年的排水疑难问题终于得
以解决。

受益的还有金桥苑小区外
做生意的商家。“里子”内涵提
升了，“外貌”颜值也要更新。
小区外也翻新了店招、新做了
雨棚、外墙真石漆饰面，对原有
空调进行移机统一布局，新增
小区公共照明，设置小区绿化
角等一系列配置，小区“外貌”
进一步提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推荐人：张先生 推荐地点：青莲上街

艺术气息扑面来

小巷子拍大片

路平了楼新了 20年老小区大变样

提升了“里子”长了“面子”

凉风吹拂着田野，乡村道路上走来
龙马村“90后”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汪氏
家庭农场CEO游静。说起汪氏农场，那
在全省都有名气，今年2月，四川省农业
农村厅公布全省“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名单，新津汪氏家庭农场赫
然在列。

“我们有各种大型农机具80台（套）
以上，有自己的烘干中心，目前还在建一
个 16000 吨级的智慧化粮仓。”说起这
些，游静语气里颇为自豪。不仅如此，汪
氏农场在全川范围流转土地规模达到
2.2万亩，不仅在成都本地的邛崃、大邑、
崇州、简阳流转了土地，还将脚步迈向了
广元、德阳、广安、南充等地。

作为汪氏农场的CEO，游静刚刚忙
完小春的收获季，2.2万亩小麦和油菜获
得了丰收，烘干中心在过去一个月里也
不停地工作，每天烘干小麦和油菜达
600 吨。这条村道上，拉粮食来的卡车
源源不断。

汪氏农场的建立者是游静的舅舅汪
友良。2008年左右，汪友良开始在新津
本地流转土地，一开始只有几百亩，后来
规模逐步扩大。

而游静，这个 1992 年出生的小伙
子，大学学的是建筑，毕业后在外面建
筑工地上了两年班，2015年回到村上帮
舅舅管理农场。当时，汪氏农场流转的
土地已近万亩。游静回来后，年轻锐
气、具有开拓精神的他，将脚步跨出了
大成都范围，流转规模也跨过了两万亩
大关。

“农场共有30多名员工和我一起管
理这两万多亩耕地。”游静说。当农场规
模达到2万亩以上，管理起来已经很不
简单了。几年下来，游静逐步积累起了
管理经验，一般来说，500-1500 亩会派
1-2人管理。由于耕地分布范围广，特
别是超出大成都范围的，会请当地人来
管理，通过“工资+管理分红”的利益链
接机制来激励员工管好田、种好地。

成达万高铁

首孔40米预制箱梁成功浇筑

三岔TOD学院二期（东区）

主体结构即将全面封顶

联谊见廉意 青年感清廉
四川天府新区正兴街道纪工委推动廉洁文化进家庭

500到1500亩，派1至2人管理
从不懂种田到对种田头头是道，游

静说，这个过程里舅舅教了自己很多。
他同时认为，现在的种田和小时候种田
是两码事。“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季节，
父母一辈都挽起裤腿、踩着稀泥巴在田
里插秧。现在，一大片地，两台插秧机半
个小时就搞定了。”他说，是农业机械化
让农活变得轻松了，也是因为农业机械
化，才让大规模种田变成可能。

这几年里，汪氏农场添置了不少农
业机械，对游静来说，一开始还有点舍不
得，“好不容易挣点钱全投进去了”，但很
快，“机器换人”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像
无人机植保，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 100
亩，而在以往，7 名工人一天才能打药
100亩。

这些机械除了用在自己流转的耕地
上，也为其他农民服务，服务涉及从田块
整治、耕种、植保、收割、烘干等从种到收
的全流程。“过去打了谷子没地方晒，只
好收了谷子就立即卖给田边的收购商。
卖不起价，钱都让中间商赚走了。”游静

说。2016年，汪氏农场终于自己建了烘
干中心，目前的烘干能力是一天600吨，
光是去年一年，就烘干了6万吨粮食。

龙马村的另一位种粮大户赵光春
告诉记者，“有了烘干中心，我们收了粮
食后都拉到这里来烘干。今年我收了
300吨小麦，在这里烘干后，卖价从原来
的潮粮 1 元/斤上升到干粮 1.33 元/斤，
虽然要支付一定的烘干费用，但仍然增
收不少。”

自用机械服务他人，还能赚外快

“排名第一的汪氏农场2.2万亩，第
二名徐小龙接近1万亩，几千亩的比比
皆是……”说起村里众多农业CEO在外
种地的情况，龙马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付波桃非常自豪，这位泼辣的女书记不
忘添上一句：这样的村子在成都平原可
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为什么村里会形成外出种地的潮
流？是否真的因为龙马村地处宝墩遗
址，有几千年种地的传统？付波桃说，

“不排除有这种影响。我们当地人出去，
都会自豪地说，宝墩遗址就在我们这儿，
如果有人不知道，我们会郑重其事地告

诉对方，宝墩遗址是天府之国稻作文明
的发源地。”

对于众多农业职业经理人在外种
田 ，付 波 桃 将 其 原 因 归 结 为 有 人 带
头、抓住了先机。“最早带领大家外出
种地的，是龙马村前任书记李继伟。
这就是党建引领、规模种田。”因为有
人带头，龙马村的人从 2000 年后就往
外走，你带我，我带你，早早地积累了
规模化种地经验。最近几年，又成立
了龙马村粮农协会，大家信息互通、
机械共享，抱团发展，形成了一定的
气候。

信息互通、机械共享，抱团发展成气候

今年3月农闲期间，新津区农业农村
局曾组织游静等农业职业经理人前往川
农大学习农业管理。对此，宝墩镇政府分
管农业的副镇长古翼瑞认为，这种学习很
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农业CEO需要很高
的专业程度，不仅要对种粮食了如指掌，
还要具备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种
粮食利润不高，一定要规模化才能赚钱，
而且这个产业同时存在市场和气候的双
重风险，需要精打细算，准确应对。

“种子、化肥、农药、机器收割、打田、
插秧、植保，加起来成本也很高，种得好
的人，一亩田最多也就赚500块钱，如果

管理不好的话，甚至会亏本。”古翼瑞
说。市场有自己优胜劣汰的规律，如果
管理不好，维持不下去，自然就会退出。
龙马村现在 50 来名农业经理人在外搞
得风车斗转，说明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同时，从中央开始，省、市、区各级对
于农业都有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规模
化种田有补贴、购置农机有补贴……就
拿汪氏农场正在建设的智慧化粮仓来
说，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就有340多万
元来自中央产业强镇资金。“这些支持，
农民最有切身体会。”古翼瑞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摄影 彭戈

只会种地，当不了农业CEO

探访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记者蹲点新津龙马村

两腿不沾泥
50位CEO种15万亩地

农业CEO构思发展远景

新津龙马村，在田间作业的插秧机

天光云影倒映在一片片水田
里，白鹭在田边憩息觅食，不时被驶
过的插秧机惊起……在新津区宝墩
镇龙马村，此刻的景象也与成都平
原其他村落一般无二，但记者在采
访中却发现，农忙时节，这里的农民
竟然许多不在村里，那么他们去哪
里了呢？

“他们现在都到外面种地去了，我
们新津龙马村有50多位农业职业经
理人，管理着15万亩耕地。”新津区委
农办专职副主任邓洋揭晓了答案。

龙马村，正是发现宝墩遗址的
地方。4500 年前，古蜀先民在这片
土地种下稻谷，奠定了天府之国农
耕文明的基础。而今，这个村庄竟
出了这么多农业 CEO，这纯属巧合？
还是有某种内在的渊源？一连几
日，记者深入龙马村蹲点，
探寻其中的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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