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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记者从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获悉，根据四川省地质环境
条件，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预报
情况，8 月 12 日 20 时至 8 月 13 日 20
时，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
发布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3 级黄
色预警。此次预警区域为：雅安雨
城区、石棉县，眉山洪雅县，阿坝州
汶川县，甘孜州泸定县，凉山州会理
市、德昌县、会东县、宁南县、喜德
县、越西县、甘洛县等 5 市（州）12 个
县（市、区）。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
室提醒，密切关注降雨预报及降雨

实况，会商研判地质灾害发展趋
势，适时加密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预报；检查防灾责任体系落
实情况；加密房前屋后斜坡、靠山
靠崖、沟口等危险地段巡查与监
测；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信息发
布；督促指导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
按职责分工做好隐患点受威胁人
员转移避让准备，必要时，组织指
导隐患险情严重区域受威胁人员
果断提前转移避让，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准备工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8 月 12 日，记者从省同城化办获
悉，为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成都都市
圈将实施七大行动，为加速建成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提供坚
实支撑。

据悉，成德眉资四市将以新型工
业化为引领，以“强链条、育集群、建体
系”为主线，以产业跨区域建圈强链为
路径，推进创新链紧密协同、产业链深
度耦合、人才链交互共享、资金链精准
配置，加快构建链式关联、梯度布局、
协同融合的制造业发展格局。到 2025
年，成德眉资产业协同机制更加健全，

区域产业链分工更加合理，协同创新
网络基本成形，形成具有高标识度、强
竞争力的都市圈。

而实施七大行动是推动成都都市
圈产业建圈强链的关键。七大行动包
括都市圈产业集群能级提升行动、都
市圈标志性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都
市圈创新链协同共建行动、都市圈产
业载体提能行动、都市圈场景平台构
建行动、都市圈产业开放协同深化行
动和都市圈关键要素赋能行动。

据悉，四市将协力共建一批国家
级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5 年，新创建
1—2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聚焦新型显示、新能
源汽车、绿色食品（调味品）、医美服

务、航空装备、轨道交通、清洁能源装
备、锂电、医疗器械（口腔医疗）等领
域，联动打造9条标志性产业链。

根据9条标志性产业链，联合培育
一流“链主”企业、打造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共建紧密跨区域供应链网络；
加速补齐技术平台、检验检测中心、数
据中心、物流中心等关键配套，共建基
础性功能性配套体系。

联 合 打 造 高 能 级 创 新 平 台 ，到
2025 年，推动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 2
个；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到 2025
年，力争在航空航天、精准医学、轨道
交通、先进核能、集成电路、网络安全
等重点领域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支持建立一体化的创新技
术、创新产品推广平台，加快孵化一批
首台套重大装备、首版次工业软件、首
批次新型材料。

加快“三带”打造和成德眉资同城
化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金牛－什邡、
成华－乐至、武侯－东坡等跨区域建
设合作园区。联合建设一批工业互
联网平台、联合打造一批示范应用场
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增效。推
动开放平台共建共享、共建共用国际
产业合作平台、联合拓展海外市场。
推动产业人才供给同城化、深化资本
要素市场同城化、推进数据要素共享
同城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鸿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晨迪） 近日，2023 年全市法院院
长座谈会暨审判执行管理监督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和全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
推进会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全市
法院将围绕“全省示范、全国一流”的
目标定位，实施好“六大工程”，推进成
都法院四个维度全面实现现代化。

成都中院表示，全市法院将谋划实
施好司法质效培优、专业审判赋能、基
层基础厚植、卓越人才强基、蓉法文化
铸魂、法院形象优塑“六大工程”，以改
革创新的思维、胆识和方法，推进成都

法院从审判理念、审判机制、审判体系、
审判管理四个维度全面实现现代化。

全市法院将统筹好六个方面关系，
推进重点工作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统筹
好讲政治与讲法治的关系，能动服务高
质量发展；统筹好质量与效率的关系，
提级提能司法管理；统筹好改革与发展
的关系，用改革的思路破难题促发展；
把握好整体统筹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有
的放矢从容不迫做好各项工作；把握好
司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的关系，有力提升
司法满意度；统筹好严管与厚爱的关
系，持续淬炼过硬队伍。

2023年全市法院院长座谈会召开

围绕“全省示范、全国一流”目标定位
推进四个维度全面实现现代化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8月12日，记者从四川省教育
厅校外教育监管处获悉，省教育厅等十
二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
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加强
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整治。

根据意见，2023 年，各地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现机
制、查处机制基本建立，部门和地区协
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基本完善，隐形变
异违规培训态势得到有效控制。2024
年 6 月底前，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
范治理长效机制得到健全，治理工作
态势持续向好，隐形变异违规培训得
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

《意见》要求要全面压实属地管理
责任，充分发挥社区（村）的综合管理
功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
理纳入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
系，建立包保责任制，明确工作职责，
推行“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增加
定期排查、动态巡查频次，防止藏匿在
住宅小区、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展违
规培训，切实减少违规培训的发生。

《意见》明确要压紧压实属地招聘

网、家教网等网站平台和第三方软件发
布信息内容的主体责任，严禁发布“一
对一”“众筹私教”“家庭教师”等校外培
训招聘需求信息和培训信息，严禁违规
开展线上培训。同时将督促各级家政
服务行业商（协）会规范家政服务企业
行为，要求家政服务企业不得将校外培
训纳入家庭服务，严禁出现任何形式的

“住家家教”推介行为，严防以“家政”为
名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意见》明确要完善多部门联合开
展的明查暗访工作机制，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通过“日查+夜查”“联检+抽
检”等形式，定期开展拉网式巡查检
查。紧盯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
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场所，紧扣国家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等重要
时段，紧抓已转型或注销的原学科类
机构、曾被查实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的非学科类机构、可能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的托管机构或个人等重点群
体，聚焦以“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
家政”“众筹私教”以及各类冬夏令营
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违规开展学科类
培训、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重
点问题，部署排查检查和专项治理，不
定期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工作。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 8 月 11 日 20 时到 12 日 8
时，成都出现区域暴雨，局部地方大暴
雨，并伴有雷电、大风，全市共计出现
暴雨170站，大暴雨52站。

记者从成都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本轮降雨中，全市 6 个区（市）县启动
防汛应急响应，其中，大邑四级、崇州
四级、天府新区四级、新津二级、彭州
三级、都江堰四级。此外，9 个区（市、
县）、38 个乡（镇）共提前转移避险
2132 户、6527 人，其中邛崃 206 人、大
邑 165 人、龙泉驿 964 人、东部新区 6
人、蒲江166人、崇州668人、彭州1881
人、都江堰2471人。

聚焦易涝点、西部沿山山洪地灾
点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方面，市应急局
指挥调度了西部沿山 6 个市县，防汛

专班在气象、水务、规自部门发布暴
雨、山洪和地灾预警后，立即通过电
话、微信等提示提醒预警覆盖区域。
同时，还对本轮降雨灾害风险较大的
邛崃、彭州、都江堰等 6 个市县防办和
18 名西部沿山地区山洪地灾三类责
任人进行电话抽查，利用公安天网视
频监控系统对下穿隧道、低洼地段、沿
河沿沟、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危
险点、城市易涝点等 1625 个点位进行
监测巡查，发现彭州市天湖花园北门、
高新区海昌北路童趣幼儿园门口、金
堂县金堂中学教学楼外等 9 个区（市）
县 21 处道路情况积水，赓即致电相关
区（市）县防办进行抽排水处置，短时
内道路恢复通行。

据了解，本轮降雨中，市级队伍20
支约450余人备勤值守，其中，市级排水
抢险队3支，携行龙吸水、抽排水等装备
14台次，前置中心城区各路段蹲守。

实施七大行动 推动成都都市圈产业建圈强链

应对强降雨过程 成都提前转移避险2132户、6527人

四川12个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
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

注意！四川12个县市区地灾风险较高

自7月27日开启试运行以来，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持续迎来参观高
峰，每日预约人数均达上限，每日预
约门票点击量更是超过了 130 万
次。新馆当中，让“堆迷”们最为期
待的，莫过于600余件首次展出的文
物。这些文物经过清理修复，借助
高科技的力量，展现出全新的姿态。

为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考
古发掘及文物保护修复的新成果，
今日，我们将透过三星堆遗址祭祀
坑新一轮考古发掘特约摄影师余嘉
的镜头，还原它们在考古现场最原
始的模样。

庄严肃穆的“抬杠”人像、形态
各异的迷你铜人、精致工巧的镂空
平台⋯⋯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第
一、第三展区中，青铜神坛及其座上
部件重新齐聚。三维投影分解呈
现、3D 打印拼合展示，新馆展陈运
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在虚实结合间
讲述着它“生长的故事”。这些部
件，曾经散落在三星堆 2、3、7、8 号
等多个祭祀坑中，单独看上去并不
起眼，但如今经过组装，却成为一件
尤为奇特的文物。

去年 6 月，三星堆 8 号祭祀坑
中，一件造型极为复杂的青铜神坛
从泥土中露出真容。当余嘉穿起防
护服下到祭祀坑中，看到神坛的那
一刻就被其精美繁复的造型所震
撼。在阳光照入祭祀坑的一瞬间，
余嘉看准时机抓拍下光影交错的神
坛人像特写，用镜头还原出神坛上
精细刻画的一幅宏大而神秘的古蜀
祭祀场景。这件青铜器“四人抬杠”
造型，让考古人员意识到它应该只
是某件器物的一部分。随着发掘的
不断深入，一个半月后，考古人员惊
喜地发现 8 号坑中显露出的一件铜
神兽与青铜底座完美适配。

后来，考古人员又发现青铜
神兽背部的两个锥体，与此前 3
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膝盖
和脚底的榫卯状卡口，两者尺
寸十分相近。经过 3D 扫描和
AI 模拟，两件文物果然“跨坑”
拼对成功。接下来，3 号坑
出土的青铜持鸟立人像、7
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
像、2 号坑出土的青铜喇叭
座顶尊跪坐人像⋯⋯一件件
文物持续“加入”，又让这座
神坛不断“长高”。在新馆
中，这尊神坛的许多“零件”
在不同位置分开展陈，需
要等到文物修复工作结束
后，才能真正拼合完成。

青铜面具，一直以来都是三星堆
的象征性标识之一。在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当中，第二展厅“王者至尊”里
一座宏伟的“青铜面具王国”让不少
观众叹为观止。从 1986 年 1、2 号祭
祀坑最早出土的面具，到 3 号坑最新
出土的目前已知三星堆体量最大、保
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面
具从大到小由中间向两边依次排开，
形成了一组组青铜面具“套娃”。

从余嘉的 3 号坑现场照片中可
以看到，青铜大面具在祭祀坑里时，
并不是“组队”出现，而是与青铜尊、
青铜人头像、象牙以及大量文物残片
混杂在一起。2021 年初，三星堆 3 号

“祭祀坑”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启。3

月 16 日，坑内埋藏的文物全面显露
出来，而在坑中部偏南位置的青铜大
面具，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

2021 年 6 月 23 日，当余嘉接到
大面具将要提取的通知后，便即刻
赶往现场，为了在生动还原提取现
场的同时展现出大面具的“霸气”，
余嘉从悬挂着的面具的下方，屏气
凝神按下快门，定格这跨越数千年
的凝望。

如今，在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
青铜大面具有了许多“同伴”。它们
不再深陷于漆黑的地层之中——在
灯光聚焦之下，青铜面具流畅的眉
部、眼睛、嘴唇线条凸出于面部，清晰
可见，各具形色。它们不再被尘土和
零落分散的各种文物覆盖包围——
而是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来”，大大
小小的青铜面具齐聚一堂，或独立成
柜，或成排亮相，重现着古蜀的王国
气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制图 江蕊松

未署名图片均据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神坛
讲述不断长高的“生长”故事

青铜面具
尽显古蜀的王国气派

龟背形网状器
“见所未见”但神秘威严

龟背形网格状器龟背形网格状器

青铜神坛底座青铜神坛底座 余嘉余嘉 摄摄

青铜面具青铜面具 余嘉余嘉 摄摄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白洋）“清廉专线的开通解决了我
们的通勤出行问题，遍布车身的廉洁
漫画、故事更是趣味盎然、寓教于乐。
乘车过程中感觉‘清风’扑面，大家在
潜移默化中就能受到廉洁文化的熏
陶。”中建滨湖设计公司员工小陈为清
廉巴士点赞道。

“我们社区环湖企业较多，今年年
初便有部分企业员工向廉情监督员反
映公交线路少、通勤不便问题。以廉
洁文化进企业为契机，我们联合公园
城市局、天府新区公交公司，以‘清风
护航·一路同行’为主题，为企业量身
定制开通了 3 条清廉专线。”四川天府
新区兴隆街道兴隆湖社区纪委书记高
宜萍介绍，三辆清廉巴士分别以濯锦、
天清、廉盟为名，表达了廉洁护航新区

发展的美好寓意，有效解决了环湖企
业的出行难题。

清廉巴士的开通是兴隆街道服务
辖区企业、推进廉洁浸润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兴隆街道纪工委以“政
商廉盟”为抓手，主动对接辖区企业，
通过签订廉洁伙伴协议书、开设廉洁
教育课堂、组织参观廉洁文化基地、共
聘廉情宣讲员等活动加强与辖区企业
交流，深入开展廉洁共建合作，仅今年
上半年就已开展各类特色廉洁文化活
动20余场。

此外，兴隆街道还打造了“清风驿
站”“清风长廊”“老兵茶舍”廉情监督
哨等 5 个企业“家门口”的廉洁文化阵
地，让企业“推门见廉”，近距离感受廉
洁文化魅力，推动廉洁文化在企业生
根发芽。

四川天府新区开通清廉专线公交

紧接01版 这些细分领域的强劲发展
势头，得益于成都现代农业、绿色食品
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此次细分领
域抱团招商，背后的深层动力，正是成
都美食产业（绿色食品）建圈强链不断
推进。

今年 3 月，成都优化调整产业结
构，美食产业（绿色食品）被寄予厚望，
涵盖优质食材生产、绿色食品加工和
餐饮消费服务，意在加速“农业+食
品+美食”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
从“田间—车间—舌尖”的全产业链发
展。7 月下旬印发的《成都市美食产
业（绿色食品）建圈强链十大行动方
案》再次聚焦建圈强链，旨在加快构建

“链主企业+公共平台+产业基金+领
军人才+中介机构”产业生态体系，推

动产业规模能级大幅提升。
“产业链之间相互关联，每一个大

产业下面，还有很多细分领域和赛道。
不管是上下游企业、要素保障还是新业
态，这些都是相互支撑的。产业结构的
动态更新、优化完善和细分过程，都有
利于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成都市
经济发展研究院营商环境研究所所长
董亮说。山东之行，也更加坚定了招商
小分队对产业发展的信心：要更加完善
产业生态圈和产业链，吸引企业投资。

据了解，成都还将发挥大运会“赛
事效应”，扎实开展制造强市招商引智

“百日攻坚”行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等方式，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美
食产业（绿色食品）建圈强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上半年引进绿色食品重大项目16个

成都造科创成果不断涌现

上接01版
聚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破题

与改革，成都从未停下脚步。从《成都
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关于全
面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若干政策
措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科改
30 条”，再到近日印发的《成都市进一
步有力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
政策措施》⋯⋯成都正全力破解科技
与产业“两张皮”难题，探索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双轮驱动”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模式。
瞄准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促进科

技成果就地转化应用，坚持以科技创
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成都立足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优势，在科技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加快打造服
务战略大后方建设的创新策源地。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已然成为成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另一件让余嘉都直言特别“有
感觉”的文物，是七号祭祀坑出土的

“龟背形网格状器”。“它在坑里时，
四周散落着大量的象牙与小而精美
的青铜器、玉器。”余嘉回忆道，“它
的中间藏着一块宝玉，于是有了‘月
光宝盒’的称号。而这网一般的造
型，也让我觉得它像一名‘守护者’，
周围的宝物们仿佛都处在它的庇佑
之下。”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感
受，余嘉为龟背形网格状器所拍下

的照片，并没有刻意避开周围的
器物。

在 被 提 取 出 的 一 年
后，龟背形网格状器

从祭祀坑到实验
室，如今终于

来 到 新
馆

中，静静躺在了独立展柜里。脱离
了 器 物 繁 杂 的 七 号 坑 ，曾 经 身 边
的 文 物 们 都 已 经 离 它 而 去 ，在 馆
内不同的点位展出。“它变得孤零
零 的 了 ，但 也 更 加 神 秘 和 威 严 。”
余嘉说道。

实际上，这件文物，不仅是博物
馆的“新品”，也是祭祀坑的“新品”，
甚至让现场的考古人员都直呼“见所
未见”。2022 年 6 月 14 日，这件龟背
形网格状器物在三星堆七号祭祀坑
出土。奇特的造型，让它在七号坑中
显得非常特别。7 号祭祀坑发掘负
责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
海超说它是“月光宝盒”；吃货网友们
给它起了“烧烤架”、“华夫饼”等生动
形象的外号⋯⋯

历经 3000 多年，这件网格状青
铜器已被严重锈蚀，其中两角也变形
残破，但经过初步的修复，如今它在
新馆中的状态良好，但还没有达成可
以进行“开盒实验”的条件。考古人
员依旧期盼着在不久的未来能够打
开“盒子”揭晓它的“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