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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总动员”
有颜又有才

大大的脑袋，忽闪忽闪的大眼
睛，圆滚滚的身子憨态可掬……这就
是全球首款带有应急功能的服务机
器人——大运“蓉宝”机器人。可爱
的大运“蓉宝”机器人不仅“萌萌哒”，
还身兼应急、问询、翻译、引领等“身
份”，可谓“科技+颜值”的典型代表。

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运“蓉宝”
机器人拥有高分辨率地图、高可重
复定位精度、高度灵活的避障方式
和高度复杂的障碍物检测方式，将
全局路径规划、障碍物检测、数据融
合、讲解、展示、医疗、救援融合在一
起。“所以，我们的大运‘蓉宝’机器
人不仅可以进行 AED 递送，还有
GPT 问答服务接入、互联网的远程

呼叫服务、信息播报等功能，聚焦大
运会的场景应用，我们还为‘蓉宝’
特别设置了颁奖功能。”产品相关负
责人说道。

活动现场，不仅有大运“蓉宝”
机器人的卖萌耍宝，还有“双足仿人
形机器人”的灵活动感。动感的舞
姿、整齐划一的动作，节奏感十足的

“双足仿人形机器人”一经亮相就十
分吸睛。“此次在大运会应用的机器
人是国内首款可实现快走的小型双
足机器人，其高韧性强扭矩复合材
料舵机已进入国内领先行列。”据产
品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款机器人具
有视觉识别、灵活抓取、多元感应、
深度学习多类功能，内置外接共 14
个拓展模块，使机器人具备丰富的
感知与处理能力，可准确获取周边
环境信息、自主进行搬取、快慢步伐
切换。

AR、AI技术
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

拿起“竹笋”摇晃几下，大熊猫就
会跟随体验者的动作进行“互动”，互
动 完 毕 还 可 以 与 它 来 个“ 同 框
照”……在大熊猫 AR 互动体验区，
大家期待与可爱的大熊猫来次合
影。该产品将体积视频技术与特效
拍摄技术结合起来，相关负责人介
绍，“体积视频是一种可以捕获三维
空间信息并生成三维模型序列的技
术，我们利用专业相机组成的360度
拍摄矩阵来获取大熊猫的活动视频，
利用特效拍摄技术实现体验者与大
熊猫的‘同框合影’。”

和大熊猫互动之后，再来一次
高科技加持的运动——轻轻一跃，
就能得到一份包括运动轨迹、运动

数据记录和运动姿态纠错提醒的详
尽报告；站定在屏幕前，通过互动小
游戏，就可完成挥舞手臂、小步跳
跃、上步后屈腿、开合跳等动作锻
炼，让运动也充满趣味。这就是通
过AI引擎+“鹰眼”精准识别运动过
程，助力运动结果分析的智慧体育
AI互动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AI智能健身镜、智
能乒乓球教练系统、“掌上大运”终端、
智能翻译机等产品亮相，“科技元素”与
衣、食、住、行、赛等方面深入融合。

围绕主场馆、大运村等空间，在
场馆建设、赛事保障、数字观赛、智慧
服务、辅助训练、文化交流等方面，成
都实施共计170余项技术产品，覆盖
30 余个场馆，将为精彩大运发挥科
技支撑作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
松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6月14日，记者从成都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最新
的空气质量预测，从6月15日开始，我
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及以下且将持

续 36 小时以上。按照《成都市臭氧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规
定，决定于2023年6月15日零时解除臭
氧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预警正式解
除前，继续执行各项应急措施。

本次活动中，巴塞罗那奥运会双向
飞碟冠军张山和花样游泳世界杯冠军
蒋婷婷，分别作为四川省无偿献血宣传
大使和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来到了活
动现场。“希望能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的工作中来。”
蒋婷婷说。据了解，2020-2021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表彰中，四川全省 19 个市
（州）获“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2万余人获“无偿献血奉献
奖”，较上届增长21.6%。

近 5 年，成都累计 121 万人次献血
206万单位，总量位居全国前列，连续7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的荣誉称
号。在满足全市临床用血需要的同时，多
次支援省内外其他城市临床紧急用血。

据介绍，2022 年成都市大概有 26

万人次无偿献血，总共献出血液 44 万
单位，合计87吨，采血量在省会城市中
排名第二。

我市的临床用血需求仍在不断增
长，整个成都市大约每天需要1500单位
的临床血液，也就意味着每天大概需要
700位献血者来献血才能满足临床用血
的需求。

“呼吁爱心市民在身体健康的情况
下，能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中，为挽救
患者生命贡献一分自己的力量。”成都
市血液中心业务科科长赵玉伟介绍，全
市目前备案的献血点有 80 多个，有献
血中心这样的固定点位，也有献血车这
样的流动点位，市民都可前往献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曹宇阳
胡瑰玮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讲文明、懂礼仪是一种美德，也
是每个人的追求……”近日，四川天府新
区“迎大运盛会 展文明形象——文明每
一餐，快乐每一天”市民文明素养提升主
题活动在华阳街道三利广场举行。据
悉，本次活动是天府新区“迎大运盛会
展文明形象”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

活动现场，主持人通过“主题情景式
礼仪宣讲”形式，生动讲解文明礼仪知
识，“礼仪之邦”舞蹈随着音乐缓缓而来，
用舞蹈沉浸式倡导市民群众用一言一行
来展现文明市民形象。朗朗上口的“文
明快板”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关注和参
与。市民王舰说，随着成都大运会的临

近，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实践空
间，很有创意，也更能深入人心。

活动期间还专门开展了一场文明
用餐礼仪知识竞赛，来自各街道的参赛
选手开动脑筋，积极作答，主持人现场
随机邀请居民进行问题抢答，现场十分
热烈。来自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的少先
队员发出文明用餐倡议，向市民群众传
递文明用餐的理念。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文明用餐、文
明观赛、文明交通、跟着大运学英语 4
个互动区域，让大家在娱乐中知赛事、
懂礼仪、展文明。市民通过丰富的打卡
体验和游戏互动，亲身体验文明礼仪带
给人们的美好感觉。“光盘行动是对劳
动者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要倡导文明
用餐，爱惜粮食，践行光盘行动，反对浪
费行为。”一名学生说。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曹宇阳）6月14日，2023年“世界献血者
日”四川省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在成
都市血液中心举行，副市长王乾出席。

活动中，王乾为2020-2021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及金奖
获得者颁发荣誉，并向全市广大无偿献
血者和志愿者以及长期为保障临床用
血安全而付出艰辛劳动的血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王乾指出，无偿献血事关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民踊跃献血的
程度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近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省
卫生健康委的有力指导下，我市无偿献
血的血液采集量逐年增长，血液供应水
平持续提高。

王乾表示，希望有更多爱心市民树
立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责任意识，共同
营造尊重、关爱无偿献血者的良好氛
围，为生命、为家庭、为城市的幸福贡献
一分力量。

“捐献血液 分享生命”

四川省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举行

成都去年26万人次
无偿献血87吨

今日起成都解除臭氧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文明每一餐 倡议光盘行动
四川天府新区开启市民文明素养提升活动

市
民
正
在
无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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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发挥“探头”“卫士”作用
他们共当城市守护者

覆盖30余个场馆，成都科技产品即将走上大运会场

大运“蓉宝”机器人是个“全职高手”

可身兼数职的大运“蓉宝”机器人、会跳舞、有特技的双足仿人形
机器人、可以与大熊猫零距离互动合影的AR装置、堪比同传级别的
智能翻译机……科技赋能，智慧大运，这些满满“科技感”的产品将为
成都大运会筹备工作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6月14日，“科技赋能大运产品展示暨媒体体验日”活动在成都
举行。现场，围绕赛事保障、辅助训练、生活服务、绿色出行等领域，
筛选出5G智慧城智能驾驶、AI智能健身镜、智慧体育AI互动空间、智
能乒乓球教练系统、大运“蓉宝”机器人、大熊猫AR互动设备等十余
项体验项目进行展示，30余家中央、省、市主流媒体代表和市民代表
通过互动体验，直观感受科技魅力。

在成都这座幸福之都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

梭于安全治理一线，成为城市安全防线的建设者、参

与者，更是守护者。他们广泛传播安全理念，积极投

身于微网实格治理，确保城市安全运行，在筑牢安全

屏障的工作当中，用实际行动为成都大运会的举办

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近5年，成都累计有121万人次献血206万单位，2022年成都市约26万
人次无偿献血，总共献出血液44万单位，合计87吨……”昨日上午，“捐献血
液 分享生命”2023年“世界献血者日”四川省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市
血液中心举行。

据悉，在2020-202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中，包括成都在内的全省
19个市（州）获得“无偿献血先进市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2万余人获

“无偿献血奉献奖”，较上届增长21.6%。
6月14日当日，在全省各地设置无偿献血采血点。截至18时，共有

6629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216.5万毫升。

上午9点，成都市血液中心外已经
聚集了不少身穿统一服装的志愿者。
在科普大厅，无偿献血相关的宣传片播
放之后，活动正式开始。几位无偿献血
志愿者代表走到台前，讲述了自己与献
血的故事。

除此之外，现场还为2020-2021年
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金
奖、银奖、铜奖获得者代表及四川省无
偿献血无私大爱英模榜终身荣誉奖获
得者代表颁发了荣誉。

记者了解到，无偿献血根据献血的

次数分为金奖、银奖和铜奖三个等级：
自愿无偿献血达 20 次以上获铜奖，30
次以上获银奖，40次以上获金奖，连续
三次获金奖可获得奉献终身荣誉奖。

获奖者之一的曾克俊告诉记者，自
己的母亲多年前曾病危，正因为有人及时
献血，母亲得到输血才被抢救回来。从那
之后自己就坚定了“献血救人”的信念，从
2002 年第一次献血开始，已坚持了 21
年。“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也带动身边的人
一起献血，我的儿子从18岁开始就和我
一起献血，现在也有120多次了。”

志愿者代表分享献血故事

去年成都采血量位居省会城市第二

大运会即将举办，紧
盯关键节点，时刻关

注着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
化情况

筑牢防线护平安
他在地质灾害排查第一线

“如果遇到下雨，一定要提高警
惕，周围环境有什么问题也要及时和
我们联系。”6月13日，在龙泉驿区山
泉镇大佛社区 4 组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四川省第一地质大队驻龙泉驿区
地质灾害督导防治技术人员舒珩和
同事正在复查该处隐患点情况，反复
叮嘱当地居民。

目前正值汛期，成都大运会即将
举办，“迎大运，保安全”成为地灾防
治的重点。已连续 8 年承担龙泉驿
区地质灾害督导防治任务的舒珩丝
毫不敢放松，紧盯雨前、雨中、雨后的
关键节点，时刻关注着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变化情况。

“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汛期，我
们会加强巡查、排查，如果遇到强降
雨等不良情况，巡查、排查的频次会
根据具体情况加密。”舒珩表示。

“人防”初见成效，“技防”还需跟
上。“针对排查工作，我们还会采用无
人机等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结合
地面调查的方式，在全区域开展全覆
盖、拉网式、无死角的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全面掌控地
质灾害隐患。”舒珩介绍道。

严格把关重细节
她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第一线

“餐厅的灭火器放在哪里？”“防
火毯有没有？”“每天食材购入的名录
有没有？”“这个一氧化碳检测器应该
装在1.5米至1.6米的位置，需要向下
挪一点。”……6 月 13 日上午 10 时，
郫都区郫筒街道安办负责人聂鑫与
安全巡查组的同事来到万达广场商
圈，围绕着餐饮场所的燃气、食品与
消防安全等环节开启了一天的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工作，而这已经成为聂
鑫的日常工作之一。

检查过程当中，聂鑫走进厨房，查

看各餐饮店是否安装配套的通风设
备，并一遍又一遍向餐饮店的店员确
认是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等器械，同
时反复查看食材购买记录，确保餐饮
店在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符合标准。

此外，企业安全生产也是一项重要
的检查内容。在明智门业车间外，聂鑫
翻阅着相关的安全证书与检查记录。
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的过程中，聂鑫逐
项确认企业是否按照规定进行生产。

随后，聂鑫又来到书院社区微
网实格治理服务中心，与社区网格
员交流了最近的巡查情况。在服务
中心的电子屏幕上，从环境治理到
安全设施设备检查，实时记录了书
院社区十个网格区域的巡查记录以
及整改回馈。

当聂鑫与记者谈及大运会时，她
说：“随着大运会的临近，大家对大运
会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也更加能够
感受到肩上担子的分量。在这样重
要的时间段，我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并提升工作效率，管理好辖
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为大运会的安
全保障工作贡献力量。”

持续巩固促提升
他们在自建房排查整治第一线

40，45，44……一位技术人员把回
弹仪像打针一样“一针一针”地“钉进”
混凝土墙体，并报出仪器上的读数；另
一位技术人员则把数据一一记录下来
——这是6月13日上午，记者在双流
区黄瓦街160号1栋35号自建房检测
现场看到的。大运会举办前，相关部
门进一步加强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
共同维护城市安全、社会安定。

在双流区升平街，只见街道两边
是清一色的三层楼自建房，有餐馆、
茶坊、商店……“经营性自建房是我
们排查的重点。对于这部分房屋，我
们主要要填报录入基本情况、开展结
构安全检查、查找违法搭建、违规经
营等问题，发放自建房安全使用告知
书、隐患告知书。”成都市双流区黄甲

街道王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委
员杨威向记者介绍。

“像这种自建房，普遍没有图纸
可查，所以我们首先会把承重结构表
面打开，对里面的混凝土、钢筋用回
弹仪、钢筋扫描仪进行现场检测。收
集数据之后，通过进行一系列专业分
析测算，得出该栋房屋的鉴定结论。”
技术人员杨瑞峰一边操作，一边向记
者介绍。

“按照全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排查
整治工作方案，自 2022 年 5 月起至
2023 年 12 月，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集中排查
全市所有经营性自建房；2022年9月
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全面排查整
治自建房隐患风险；2023年7月1日
至12月31日，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
效。目前，通过落实‘人不进危房、危
房不进人’和常态动态闭环监管，管
控整治了一批重大安全风险隐患自
建房，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工作任务，
正在组织推进第三阶段工作。”成都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
仪 李世芳 袁弘 摄影 彭戈 熊一凡

会跳舞的双足仿人形机器人

管理好辖区内的
安全生产工作，

为大运会的安全保障
工作贡献力量

加强自建房
隐患排查整

治，共同维护
城市安全、社
会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