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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
弘 文/图） 7 月 10 日，成都高新区和成都
地铁在成都地铁 6 号线陆肖站，共同开展
了“工人先锋号”创建暨“当好东道主办好
大运会”岗位练兵活动。据介绍，成都轨
道集团通过成立大运会专班、制定专项安
全保驾方案、开展日常消防防汛检查、制
定安检调配计划、增加安检机数量等方式
保障大运会期间乘客出行安全。

“为优化车站客运组织，保障乘客便
捷出行，制定了运营组织总体方案+各专
业专项保障子方案+重点车站一站一方

案的‘1+11+31’保障方案体系。”据了
解，“一站一方案”即对不同站点、出入口
制定站外接驳、大客流疏导、安全保障、
突发事件应急等专项方案，切实保障运
营组织高效顺畅，为大运会期间乘客出
行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成都轨道集团在大运会开
闭幕式举办地、大运村驻地、赛事场馆周
边、重要交通枢纽站、重要商圈景点站等，
完成打造 50 个城市志愿服务小站，招募
260 余名内部志愿者、50 名外部双语志愿
者，并重点围绕医疗应急、车站客运组织、

服务礼仪等方面开展了多次培训。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针对境外

人士如何购买车票，成都地铁专门推出了
新程序——在支付宝 APP 绑定境外银行
卡后，可通过扫“成都电子乘车码”乘坐；
也可通过地铁车站客服中心、自助售票机
线上支付购票乘坐。此外，来蓉乘客还可
以选择成都地铁一日票、三日票、五日票，
在有效期内不限乘坐次数、不限乘距乘坐
地铁；也可使用成都地铁 APP、成都地铁
乘车码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电子支付方
式乘坐。

一位从警 30 年的老同志，
工作中依然保持着刚入警时的
激情和动力，对交通违法行为坚
决说“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原
则。成都交警六分局一大队民
警马正国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城
市道路的良好交通秩序，为大运
交通安保工作积极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自参加公安交通管理工作
以来，马正国先后荣立个人二等
功 1 次，三等功 5 次，受到嘉奖 9
次，4 次被评为市局优秀共产党
员，在 2023 年被评为四川省特
级优秀人民警察。

创新引入家校定制公交
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马正国负责的剑南大道盛
兴街片区是高新南区较早一批
成熟社区，也是一处集居住、
教学、办公于一体的人流、车
流集散地，每逢上下学高峰时
段，该区域内交通拥堵问题就
会异常突出，这成了马正国的
一块“心病”。

对此，马正国深入走访辖
区的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征
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对周边
路网、交通流量特征等方面进
行反复调研，会同分局科规小
组 初 步 拟 定 相 关 绿 色 出 行 思
路，联合高新区教育局相关人
员对区域内的学校发放问卷调
查表。带着问卷调查需求和前
期设计的预约定制公交拟运行
线路图，马正国还主动协调联
系 公 交 公 司 一 起 进 行 现 场 踏
勘，进一步制定精细化的运行
方案。最终，历时 1 个多月的时

间，分别对蒙彼利埃幼儿园、蒙
彼利埃小学、石室天府中学 3 所
学校各设计了 1 条符合需求的
运行线路。

定制公交开通运行以来，盛
兴 街 拥 堵 指 数 较 之 前 下 降
35.92%，剑南大道（出城）拥堵指
数较之前下降31.79%，不仅解决
了周边学生上下学乘坐公共交
通的问题，同时有效改善了区域
交通组织，缓解了区域交通压
力，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营造大运良好环境

渣土车治理工作是社会各
界以及广大市民关心的焦点，也
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难点。自

“迎大运盛会 展文明形象”为主
题的道路交通行为品质提升行
动开展以来，马正国带领民辅警
队伍活跃在高新南区内的各个
路段，及时发现和查处渣土车各
类违法行为。

一个月的时间里，马正国
带领队伍昼夜出击、连续奋战，
查扣渣土车 20 余辆，查处渣土
车违法行为 100 余起。辖区内
渣土车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交
通秩序明显得到改善。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必须
冲在前面，对交通违法行为坚决
说‘不’，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全力守护道路交通秩
序，让市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
也为大运会的举办贡献自己的
一分力量。”马正国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
伟进 受访者供图

7月8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火炬进行了成都站第二活动日
的传递。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担任
火炬手的王振芳，在四川师范大学站再
度举起火炬，完成第 18 棒的传递。完成
传递后接受采访时，王振芳说：“此番火
炬传递，意义非凡，我们接力传递的不仅
是大运火种，更是拼搏、青春、友谊、和平
的大运精神。”

助理社工师、初级养老评估师、中国红
十字会急救员、成都市人大代表、2008年北
京奥运火炬手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
王振芳积累了许多荣誉，包括2016年成为
四川省优秀巾帼志愿者，获得金堂县特殊
人才津贴专家称号，以及2017年成为成都
市的十佳志愿者。然而，她表示自己从未
计算过自己身上有多少荣誉，她一直认为
自己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公益者。从一名
从事公益事业24年的志愿者成长为专职社
会工作者才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事。

回想当初踏入公益事业的经历，王
振芳说，“当时在一家媒体看到一篇文
章，说每个月 20 块钱就能够帮助一个贫
困孩子读书，当时我就想知识就是力量，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自己拿出 20
块钱，能够帮助他们还是很好的，从那个

时候开始，我就算是加入了公益的团队，
但是真正带团队是从 2008 年汶川地震
以后开始的。”

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和让更多的
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2008 年王振芳
发起成立了金堂县第一支志愿者团队
——金堂义工队。通过 3 年的不懈努
力，终于在 2011 年正式转型成为社会组
织，成为金堂县第一个社工组织。志愿
服务工作是琐碎的，谁家孩子没学上了，
谁家老人生病了，谁家农收卖不出去了，
王振芳都会放在心上。她还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工作，提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的建议，并予以实践。服务留守儿
童、留守妇女、残疾儿童、老人等有需要
帮助的服务对象已达两万人次。

成为大运会火炬手，她感到十分自
豪。她表示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坚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开拓进取，在力所
能及之处帮助更多的人，无愧于成都大运
会火炬手这一荣誉身份。而谈到即将到
来的大运会，她则表示十分期待。“相信这
个赛事，能让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
运动员看见成都作为赛事名城的魅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主办方供图

火炬手王振芳：

开拓进取方无愧荣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黄一可） 7 月 10 日，成
都大运会市场开发专场新闻发
布 会 在 大 运 会 主 媒 体 中 心 进
行。据了解，成都大运会市场
开发自 2019 年 6 月全面启动以
来，已汇集包括央企、国企以及
知名国际品牌在内的 74 家赞助
企业、30 余家捐赠企业；征集 80
家特许生产及零售企业，围绕
吉祥物蓉宝主题，累计推出玩
具类、徽章类、文具类、邮票邮
品类等 18 大系列、1000 余款特
许商品，衍生开发了蓉宝系列
手办、蓉宝主题邮票邮品等爆
款特许商品；开设特许商品零
售店（点）400 多家。

“蓉宝”发布以来，周边产品
不断创新和“上新”，大众消费热
情很足，许多网友积极求购蓉宝
主题文创。记者在现场看到展
示有“太空蓉宝”摆件，非常亮
眼。对此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
设计总监藏小珂表示，“我们希
望太空手办蓉宝是一款集好玩、
科技于一身的收藏级手办，而不
是简单的一款摆件，因此我们首

次在手办摆件这个品类上加入
了磁吸灯控的功能，加入了灯光
的元素，蓉宝是穿梭于浩瀚宇宙
间的科技蓉宝⋯⋯每一个零件
都需要单独电镀，产品的不良品
率和报废率都会增加，一款太空
蓉宝就是这样，经过层层工艺、
层层挑选之后最终从产线上下
来的。”

据了解，成都大运会吸纳国
内顶尖和地方特色文创企业，广
泛参与大运会文创产品开发销
售，发挥赛会特许文创作为广大
民众支持大运、参与大运的桥梁
纽带作用。实施“百店千品”计
划，开发具备中国风格、巴蜀特
色、大运精神、精彩纷呈的特许
商品矩阵，零售店（点）覆盖全
城、辐射全国，首创大运官方直
播间赛事虚拟达人直播带货。
大 运 会 执 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市民朋友可通过关注微信
公众号‘成都 2021 世界大运会’
进入官方微店，或通过天猫搜
索‘成都大运会官方旗舰店’选
购蓉宝主题特许商品，全国粉
丝实现足不出户就把‘蓉宝’带
回家。”

从警30年的老党员马正国：

全力守护道路交通秩序
为大运会贡献力量

成都地铁上线新程序

可实现境外支付购票功能

已开设特许商品零售店（点）400多家

大运文创产品成爆款

晚上 10 点，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闭
馆后，记者来到了位于图书馆南侧的“24
小时图书馆”，馆内 10 个座位全部坐满，
市民在这里开启深夜学习工作生活。

今年 1 月，“24 小时图书馆”开始运
行，真正实现了图书馆24小时阅读“不打
烊”。“24 小时图书馆”是以无人值守方式
为广大市民提供图书免费自助借还服务
的新型设施。走进“24 小时图书馆”可以
看到，不算太大的空间内整齐摆放着一
排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据
成都图书馆副馆长张白介绍，目前，“24

小时图书馆”共有 13904 册图书，其中成
人图书 9135 册、少儿图书 2041 册、绘本
2728册。

市民孙芸在夜幕中走进“24 小时图
书馆”，入座后立刻打开电脑，开始工
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会经常加
班。”孙芸告诉记者，工作多时，她会在图
书馆待到凌晨一两点，“在家的时候注意
力总是不太集中，在这里的效率会提高
很多。”

哪些群体是“24 小时图书馆”的常
客？据张白观察，考研学生、有加班需求

的上班族是最经常来到“24 小时图书馆”
的人群。“‘24小时图书馆’运行后，在这里
通宵学习的人不在少数。”张白说，“1月至
6 月，‘24 小时图书馆’累计进馆人数达
42002人次，外借文献6701册次。”

图书馆是发挥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职
能的重要载体。开启延时服务，不仅是
图书馆为方便市民读者所提供的惠民
举措 ，更是一座城市展示出的体贴与
温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摄
影 李冬 制图 申娟子

“24小时图书馆”阅读不打烊

晚上8点，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自习
室，上座率虽不及白天，但仍有很多读者
在馆内阅读、学习。刚刚小学毕业的准初
中生邓迪文在“单人卡座”认真做着习
题。邓迪文的父母是“双职工”，在暑假期
间无法时刻陪伴在女儿身旁，“爸爸妈妈
上班后家里没人，我每天都会到图书馆学
习，想趁着暑假把初一的知识先预习一
下。”邓迪文说，“这里很安静，也很安全，
饿了还可以去负一楼买吃的，特别方便。”
邓迪文妈妈安静地坐在自习桌附近的书
架旁看书，等着女儿结束学习。晚上9点
50分，伴随着《回家》的音乐声，母女俩手

牵手走出图书馆，背影格外温暖。
2022 年 6 月，成都图书馆及其主题

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开启超长延
时服务，除每周一例行闭馆外，其他工
作日延时至 22 时闭馆、节假日及周末
延时至23时闭馆。由此，成都图书馆成
为全国延时开放时间最长的公共图书
馆。同年 11 月，成都图书馆推出“图书
馆之夜”系列活动，这些延续性、常态化
的文化惠民活动，主要集中在延时服务
时段。其中不仅有干货满满的人文讲
座，还有精彩的戏剧表演，获得了市民的
广泛关注和点赞。

夜幕降临，图书馆依旧灯火

通明，服务着前来阅读、学习的

市民。“我家住在附近，几乎每天

都会来图书馆报到。”小读者邓

迪文对记者说。7月9日晚间，

记者来到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看到，馆内人来人往，“书山”上

三三两两地坐着读者，自习室、

“24小时图书馆”内仍有不少正

在专注于阅读、学习的读者。

2022年6月，成都图书馆及

其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开启超长延时服务，除每周一例

行闭馆外，其他工作日延时至22

时闭馆、节假日及周末延时至23

时闭馆。丰富的夜间阅读活动，

获得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点赞。

图书馆延时服务频获市民点赞

夜深有书香 阅读不打烊

为 满 足 观 众 日 益 高 涨 的
观展需求和良好的观展体验，
昨 日 ，金 沙 遗 址 博 物 馆 发 布
公 告 ，对 开 放 时 间 进 行 临 时
调整 。

一、开放时间
调整后的开放时间为：

8∶30-18∶30（17∶30 停止售
票），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和
1、2、7、8月除外）。

二、政策执行时间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0月6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金沙遗址博物馆
7、8月周一不闭馆啦

延时服务开启城市“深夜书房”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夜间，专注阅读的小读者

工作人员演示使用成都地铁自助售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