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拿好您的证件！”昨日13时
27分，前往泰国旅游的四川籍旅客
谢先生从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
民管理警察手中接过护照，幸运地
成为该站今年验放的第一百万名旅
客。这标志着成都航空口岸成为今
年中西部地区首个出入境人数突破
一百万人次的航空口岸。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
检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成都
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持续大
幅攀升，从1月8日的2600余人次
上升到如今日均超过9000人次，7
月8日更是今年首次单日破万，达
到了10159人次。截至7月9日16
时，成都边检站共检查出入境人
员100.1万余人次，与去年同比增
长527.9%。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供图

本月中旬项目将全面封顶

项目施工现场，来来往往的车辆
将各类施工材料运到指定位置，在施
工人员的密切配合下，整个项目已进
入主体结构施工的最后阶段。

中国五冶集团蜂巢式产业加速器
一标段项目负责人说，为了应对高温，
同时保证施工进度，施工时间进行了

调整，同时准备了藿香正气液、清凉
油、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

先进医疗成果转化中心项目建设
用地面积约 80.86 亩，总建筑面积约
12.5万平方米，主要由5栋单体建筑组
成，包括一号楼弹性产研中心、二号楼
转化中心、三号楼倒班宿舍以及四号
楼和五号楼的名家工坊。

截至目前，三号楼、四号楼、五号

楼均已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一号楼、二
号楼也仅剩最后一部分尚在施工。根
据安排，本月中旬项目将实现全面封
顶，进入内外部装饰装修阶段。

加快先进医疗成果转化

作为未来医学城创新策源转化的
重要载体，先进医疗成果转化中心位

于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核心区，
与国家医学中心、天府锦城实验室（未
来医学城）、四川大学华西东部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等重点项目比邻
而居，形成“医、教、研、产”一体化发展
格局。“项目与天府锦城实验室（未来
医学城）一街之隔，从空间上实现科技
创新成果与产业无缝衔接，做到楼上
研发 楼下转化。”该负责人表示。

根据规划，一号楼弹性产研中心将
作为医疗研发产业区，发展基础研究和
关键技术研究，力争突破新一代生物制
药、新能源等核心技术；二号楼转化中
心则采用分区布局，将引导发展健康产
业，促进健康与互联网等产业融合，催
生新产业、新模式，促进医药产业发展，
推动医药创新和行业转型升级。

“项目的建成投运，将为企业创新
成果加速转移转化提供专业的、一站
式的产业加速生态环境，并与其他项
目一道，加快未来医学城先进医疗技
术的研发和先进医疗成果的转化，推
动全市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医
学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东部新区供图

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
共 生 共 荣 的 发 展 之 道

贯彻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促进“医、教、研、产”一体化发展

先进医疗成果“楼上研发 楼下转化”

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今年持续大幅攀升

单日首次破万 年度突破百万

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会提出，深入
推进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发展，
必须突出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更加
重视发展中的动力培育和科技赋能，
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中提升城
市科技创新能力。

昨日，记者前往位于成都东部新区
的未来医学城，映入眼帘的便是先进医
疗成果转化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
热的建设场景，“目前，项目已完成三号
楼、四号楼、五号楼主体施工，一号楼、
二号楼将于本月中旬实现主体结构封
顶，整个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未来医学
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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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黄欢） 昨日，记者从省同城化办了
解到，成德眉资现代服务业协作和自
贸试验区建设专项合作组联席会日前
在眉山召开，成德眉资四市商务部门
签订商务领域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
将联手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
目的地。

当前，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暨 成 都 都 市 圈 建 设 已 进 入 成 长 期

（2023－2025 年），今年也是全面提速
的关键之年。聚焦纵深推进目标任
务，四市商务部门按“清单制+责任
制”项目化方式，共同拟制了《2023 年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市圈建
设商务协同工作要点》。

围绕《工作要点》，成德眉资四市
商务部门分别就商贸、开放、美食、农
产品流通合作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商
讨平台共建、堵点疏通、资源共享、渠
道互联的措施和办法。现场签订了

《成德商务领域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
《成眉商务领域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

《成资商务领域同城化发展合作协
议》，合作重点涉及深化商贸流通合
作、共同举办会节会展活动、协同发展
美食经济、协同推进对外开放、联合保
障应急保供等方面。

持续做强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引擎

成德眉资将联手打造
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26亿辆，其
中汽车 3.28 亿辆，新能源汽车 1620 万
辆；机动车驾驶人5.13亿人，其中汽车
驾驶人 4.75 亿人。2023 年上半年全
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1688 万辆，新领
证驾驶人1191万人。

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
有 量 达 1620 万 辆 ，占 汽 车 总 量 的
4.9% 。 其 中 ，纯 电 动 汽 车 保 有 量
1259.4 万 辆 ，占 新 能 源 汽 车 总 量 的
77.8%。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
车312.8万辆，同比增长41.6%，创历史
新高。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
车新注册登记量的26.6%。

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1688 万辆，同比增长 1.9%。汽车新注
册登记 1175 万辆，同比增长 5.8%。其
中，载客汽车新注册登记 1034 万辆，
同比增长 5.6%；载货汽车新注册登记
133万辆，同比增长8.1%。

截至 6 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
数量达5.1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
量 为 4.75 亿 人 ，占 驾 驶 人 总 数 的

92.7%。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
量 1191 万人，同比增长 8%。新增“轻
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C6）以来，已
有 95 万人取得 C6 准驾车型，更好满
足群众驾驶小型旅居挂车出行需求，
便利驾驶房车旅游。

全国目前有 88 个城市的汽车保
有量超过 100 万辆，同比增加 7 个城
市，41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4个城市
超过 300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汽车
保有量超过 600 万辆，重庆、上海、苏
州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

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
登记业务 1134 万笔。其中，办理汽车
转让登记业务 1057 万笔，同比增长
5.3%。全国异地直接办理交易登记二
手小客车 157 万辆，更好便利群众企
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
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
办。上半年，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
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
5833万次，同比增长30.9%。

据新华社

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篇章
——写在“八八战略”实施20年之际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大部署，成为省域长远发展的
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引领浙江实现全方位、
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

2003 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要进一步
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即“八八战

略”，指引浙江走出改革创新开放图强之路。
大潮起钱塘，大道汇之江。
2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深刻领悟“八八战略”
精髓要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落实各项战略部署，推动浙江
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示范先行。 下转04版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打开这座“最江南”的城，可以用

截然不同的方式，就像苏绣中的至品
双面绣。

“我慕名而来，昨天看了苏州工业
园区，今天又来看了苏州的优秀传统
文化。”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平江路，感受古城之
韵。前一天下午，总书记甫抵苏州，乘
车前往马上“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
区，考察创新发展。

在苏州采访，有一种突出的感觉：
过去从未走远，未来无限可能。

平江路入口处的展厅，展板上，一
幅刻制于南宋年间的《平江图》，清晰
展示着八百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
街巷布局。总书记走近前，细细端详。

展厅另一侧，是一幅视野开阔的
俯瞰图——一头是古城最高点，始建
于南朝梁时的北寺塔，另一头是苏州
工业园区拔地而起的城市新地标。

古城，脉络肌理未变；新区，高楼大
厦林立。古今同框、新老对望，这是人
文底蕴与时代潮流兼备的独特风景。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一
种科技感、未来感扑面而来。

明亮的展厅里，苏州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领域的“明星产品”琳琅满目。

方寸天地、指尖乾坤，在高精尖技
术领域，以有限造无限的功夫被发挥
到了极致，与苏州人“一石代山、一勺
代水，以小观大、含蕴天地”的园林造
景艺术颇有一脉相承之意。

还有这些直观数据展示的产业之
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苏州 2022 年 GDP 达 2.4 万亿元、全国
第六，规上工业总产值 4.36 万亿元、全
国第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高达
52.5%，科创板上市企业 50 家、全国第
三，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1500亿美元、
全国第三⋯⋯

考察中，总书记深刻道出他的苏
州印象：“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
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
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正因“结合”，打开了新的空间，创

造了新的可能。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

科技、人文与经济，本就可以共生共
荣。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
长期深入的思考。

翻开《之江新语》，《文化是灵魂》
这篇文章中说：

“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
价值”；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
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
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另一篇《“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
济》，则深刻阐释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
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
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从指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
要因素”，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
化是重要支点”，再到要求做好经济工
作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融互
促、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更加鲜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苏州，是
读懂人文经济学的绝佳样本。

在平江路，当地负责同志自豪地
向总书记细数苏州的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昆曲、
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
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精
工细作，垒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的鼎盛人文。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
可以用在这里。”总书记形象地点赞。

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
了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看着心
静如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代人传承
的故事，总书记十分感慨：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
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
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
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
液里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蕴、
脉，传承的精、气、神，“不仅要在物质
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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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

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
物质技术基础。

7 月 5 日至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勉励江苏“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并对江苏
提出四点“新”希望，“在科技创新上取
得新突破”与“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
新作为”是其中之二。

开局之年的数次地方考察之行中，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科技创新”与

“现代化产业体系”。寄语广东，“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鼓励陕西，“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实现
追赶超越；指引内蒙古，“构建体现内蒙
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
各地抓住“关键”、夯实“基础”，在科技
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上展现新作为，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刚刚过去的 7 月第一周，国内诸
多省市密集部署、动作不断，持续做强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引擎。

发挥比较优势“锻长板”，迈向更
高发展目标。

7 月 4 日，2023 全球数字经济大
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北京市委书记
尹力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将加快建
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同一时
间，北京重磅发布“数据要素 20 条”，
力争到 2030 年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

到 2000 亿元。
7月6日，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在上海如期而至，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在开幕式致辞时说，将“努力打造更具
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7月4日举行的十二届上海市委三次全
会，也同样明确“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和
未来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已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增
长新动能，人工智能是上海三大先导
产业之一。新征程上，两地分别瞄准

“标杆”“高地”的目标，既是着眼“更上
一层楼”，在领先赛道上持续深耕、发
挥优势；也是放眼全球，在更大范围内
持续提升产业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激活更
强动能潜力。

7 月5 日，浙江举行全省平台经济
高质量发展大会，邀请全省近三分之一
的平台企业参会，并出台全国首个促进
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7 月3 日，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
会举行，全会立足实际、高屋建瓴地对
成都如何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浙江是平台经济大省，但当前平台
企业对长期发展信心不足，投资意愿有
所下降，浙江平台经济发展进入关键
期。成都是国家科技重镇、创新基础较
好，但产业长期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科
技和产业“两张皮”是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痛点堵点。不回避矛盾、不逃避
困难，浙江、成都以问题为导向拿出应
对之策，一个拿出善意与诚意，提振平
台企业发展信心；一个围绕目标任务，
明确一系列“实招”与“打法”。

坚持统筹兼顾“两手抓”，构筑更
大竞争优势。 下转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