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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杨甦 实习记者 朱馨
月） 近日，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女
性朋友，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成
立了女性心身科，致力于为女性
全生命周期的心身健康保驾护
航，针对女性各个阶段的心身问
题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采用
整合治疗模式，为每一位被心身
问题困扰的女性提供个体化心
身健康方案。

据流行病学调查，接受精神
科治疗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1∶
2；我国抑郁症患者中，女性比例
超过了60%；女性与男性的加权
终 生 患 病 率 分 别 为 8.0% 和
5.7%。因此，为更好地服务于广
大女性朋友，四川省精神医学中
心于近日成立了女性心身科。科
室诊治范围包括儿童青少年期的

精神疾病与心身障碍的治疗和康
复；各阶段女性情感障碍，包括抑
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
等；各阶段女性睡眠障碍、应激相
关障碍等疾病；围产期女性情绪
障碍、产后抑郁、焦虑；围绝经期
女性相关心身问题；特殊疾病女
性相关心身问题，如肿瘤等恶性
疾病相关心身问题。

据记者了解，女性心身科是
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的重点临床
科室，依托于四川省人民医院优
良的医教研环境，以“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物理治疗”为主的综
合治疗模式为基础，突出个体化
治疗方案的制定。针对不同年龄
阶段女性心身问题的特点，开展
不同形式和主题的心理治疗；同
时开展丰富的心身康复活动，包
括冥想放松、艺术治疗等。“我觉得大熊猫是世界上最可爱的

动物，太可爱了！”大熊猫每一次可爱的
举动都引来媒体团的围观与惊呼，大家
忙着用镜头记录传播，近距离感受中国
国宝魅力。“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
大熊猫，这么可爱活泼。非常羡慕这座
城市的人们，可以天天和大熊猫生活在

一起。我会把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动画面记录下来，让更多阿塞拜疆人
看到。”阿塞拜疆CBCTV记者热丽雅·古
谢因诺娃说道。

在青城山，阿塞拜疆媒体团一行在
青城武术非遗传承人王尧的带领下，体
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城太极，在

行云流水的一招一式中感受道家文化、
中华武术养生的魅力。

随后，媒体团前往成都融创乐园，在
飞行影院内，大家乘坐悬挂式座椅，透过
超高清巨幕影片穿越四川的山河，拜水
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借助高科技手段，
身临其境，流连于四川的山川美景中。

在都江堰景区清溪园内，大家近距离欣
赏由青城道门茶艺创始人周春带来的茶
艺表演并展开互动体验，感受川西茶艺
传统文化魅力。

一边走、一边记、一边拍，沿途美景让
媒体团各位记者惊叹不已，纷纷赞誉都江
堰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感叹有着
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奇
迹。代表团成员表示，愿意做巴蜀文化的

“海外推荐官”，希望能透过镜头，让坐拥世
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三遗产”的都江堰进入更多人的视
野。通过他们讲述的都江堰故事，向全球
展示都江堰，让更多人能领略到都江堰宜
居宜业的良好生态。

据悉，该媒体团在欧亚地区，特别是
阿塞拜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代表性，
此次采风活动可以通过各媒体平台进一
步向世界传播都江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
源，讲好都江堰故事，擦亮“天府国际会
客厅”特色品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市外办供图

11月5日上午，第一届全国学生（青
年）运动会结束了开幕式前的全部征战。
在上午进行的男子10公里竞走决赛中，成
都代表团运动员赵亮以41分37秒个人最
好成绩获得亚军。据统计，截至11月5
日，成都代表团各参赛队共计夺得金牌14
枚、银牌9枚、铜牌11枚，奖牌总数34枚，总
积分862分，在参加公开组的69个市（区）
代表团中名列前茅，金牌数、奖牌数均列第
6，总分排名第5。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是继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后又一综合性
体育盛会。分为校园组和公开组两大组
别，校园组以省为单位参赛，公开组以城
市（区）为单位参赛，共计有包括成都在

内的 69 个市（区）组团参加公开组的比
赛。成都共派出 903 名运动员，参加田
径、自行车、赛艇、武术等36个大项、45个
分项的争夺。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后，时隔8年后再次以城市之名征战全
国综合性运动会，成都代表团目标是再
创新高。4月-8月进行的学青会各项预
赛，成都共夺得15金18银24铜，预赛奖
牌榜排名第3、金牌榜排名第5。

10月，学青会决赛阶段比赛开赛以
来，成都代表团佳绩不断。10月21日张
萌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麦迪逊赛冠军，
为成都拿下决赛阶段首金后，过去的半
个月时间，成都代表团运动员不断拼搏，
在自行车、小轮车、田径、激流回旋等项

目上成绩喜人，到11月3日成都代表团
获得的金牌数就已经追平了 2015 年福
州青运会创造的14金纪录。

其中，女子田径运动员刘英兰表现尤
为突出，截至目前她一共参加了女子200
米、400米和混合4×400接力三项比赛，
凭借超强的实力，17岁的她参赛即夺金，
已经成为首届学青会公开组的明星选手，
尤其是10月3日下午进行的混合400米接
力比赛，她在成都队前三棒落后15米的情
况下，最后一棒奋起直追，帮助队伍以绝
对优势夺冠。参赛即夺金，截至目前刘英
兰已经夺得3枚金牌，接下来她还将参加
女子4×200米和4×400米两项决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凯 陈浩

14金已追平历史最佳
成都暂列金牌榜、奖牌榜第6，总分排名第5

关爱女性身心健康
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成立女性心身科熊猫做“媒”山水牵“线”

阿塞拜疆主流媒体走进都江堰领略“三遗之城”魅力
记 者 从 成

都市外办获悉，
近日，阿塞拜疆
9家主流媒体走
进都江堰，深度
体验都江堰的
山、水、道、熊猫
文化，切实感受
都江堰在世界
遗产保护、绿色
生态发展、物种
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的成果。

记者从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开幕前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届学青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360名运动员参赛。

据介绍，本届学青会共有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101个代表团报
名参加，除运动员外，还有 9000 余名代
表团官员，代表团总人数共计29938人。

学青会于 5 日举行开幕式，将于 15
日举行闭幕式，赛事共设39个大项、51个
分项、805个小项，其中校园组370个、公
开组435个。据悉，学青会公开组目前已
完成198个小项比赛，多人打破纪录。蹼
泳比赛中，南宁代表团选手姚华莉打破
两项世界青年纪录；射击比赛中两个项
目3人破亚洲纪录；田径赛场上两个项目
3人破全国少年纪录。 据新华社

首届学青会
共20360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杨升涛）日前，由成都市温
江区红十字会联合其他部门主办
的“2023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
技能竞赛温江区第三届红十字应
急救护技能比赛（决赛）”在温江
区二十一世纪学校举行。

此次大赛以“关爱生命，救
在身边”为主题，来自温江区各
镇（街道）、机关部门、高校以及
企事业单位 26 支代表队伍，104
名红十字救护员进行应急救护
技能大比拼。

据悉，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和
决赛两个赛程。前期，经过初赛
的激烈角逐，最终有7支队伍脱
颖而出，顺利进入决赛。决赛共
分为网络投票、理论比赛和场景
演练三部分。

在场景演练环节，现场模拟遭
遇灾情抢救伤员，7支代表队同台

进行技能大比拼，分别演练了交通
事故、地震灾害、火灾等现场的应
急救护实操，在规定时间内对伤员
实施心搏骤停、骨折、扭伤、擦伤、
烧伤等的急救演练，并由专家评委
在施救结束后对施救操作情况进
行现场打分。最终四川理工技师
学院一队荣获一等奖，西南财经大
学红十字会代表队、四川理工技师
学院二队荣获二等奖，温江区教
育局四队、温江区教育局一队、公
平街道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此外，活动现场还为成都市
温江区红十字志愿服务联合会
进行了授旗仪式，并发起红十字
精神倡议，希望凝聚更多社会力
量加入到红十字事业中来。

据了解，目前，温江区年均培训
合格持证红十字救护员达1400人
以上，急救知识普及培训达1.5万人
以上。全区累计培训合格持证红
十字救护员已超过1.4万人，普及
培训达10.5万人次，“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浓厚。

温江区：

第三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比赛举行

西部（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
等重大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为知
识产权高质量产出提供了源头保障，
全市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到 145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61 家，
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至1.15万家，新育
成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61家、
累计达到160家，近3年新获得中国专
利奖48项、累计达到136项。

依托持续增长的创新动能，成都
市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知识
产权强企，全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试点，制定实施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支持资助政策，不断激励知识
产权创新力量涓滴成河。

同时，成都市以领军企业、重点高
校、科研院所为承载主体，布局建设高

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着力将其打造成
为高质量专利创造高地、重要成果转
化基地和创新机制试验田地。一方
面，孵化产出一批技术创新度高、保护
范围稳定、市场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
及专利组合，促进国内外关键领域专
利布局，“抢滩”创新据点，推动高价值
专利成果快速突破中试、量产、品牌培
育等环节制约，高效转化运用，带动产
业链价值攀升。另一方面，在打造专
利申请绿色通道、试点专利开放许可、
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等方面持续探
索，构建以高价值专利为核心的技术
研发体系、产业引育体系和服务支持
体系。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等多个前沿领域已布局建设 46 家
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

高价值专利拥有创新的技术价值、稳定的法律价值、
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企业竞争赢得先机的核心武器，是产
业发展占据高端的关键动力。

创造培育 增强创新动能

“在成都市知识产权政策引导和
资金支持下，公司于2022年建设了无
线充电技术与设备高价值专利培育中
心。目前已按照专利导航的方向，针
对电磁兼容、传输效率、自由度、安全
性、应用等关键核心技术进行了专利
布局，成功培育专利 31 件，其中发明
专利26件，PCT国际专利申请9件。”

成都市易冲半导体有限公司知识
产权主管周燕介绍，公司现有专利技

术产品转化率已达到98%以上，建立无
线充电技术与设备高价值专利培育中
心，对公司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加强高价值专利挖掘布局和创
造、实现专利转化高效益运用、构建产
业核心技术专利池方面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推动作用。公司与飞利浦、通用
电气、博世共建的国际无线充电专利
池，为公司奠定了国际行业技术市场
的领先地位。

典 型 实 例 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

知识产权赋能成都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基石。

成都市知识产权工作深入贯彻“四个发力”特别是“切实在推进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切实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精准发力”

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市关于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动打造服务战略大后方建设的创新策源地。成

都继去年荣获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示范城市后，今年又获批国家首批、西

部唯一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

全球创新指数，成都在

全球“科技集群”中的

排名攀升至第24位，

相比2022年提高3位，

在中国上榜的24个科

技集群中排名第9位。

成都市持续深化天府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
成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平台建
设，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发布、撮
合磋商、交易鉴证、结算交割等支撑
机制，有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区建设，鼓励
实施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转化。

成都市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总规模
达到27.91亿元、实现财政资金放大9.3
倍。全市技术合同交易登记额达到
1458.05亿元。成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成立以来累计收储项目41853宗、成交
项目3460宗、实现业务规模336.37亿
元。西部地区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
品于今年落地成都、总规模达10亿元。

成都率先建成全省首个知识产权
国际交流合作（成都国际铁路港）中心，

“知识产权+蓉欧班列”引领自主知识产
权产品走出国门，构建了“中心+基地”
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蓉欧班列出海产
品知识产权风险排查，护航“成都造”安
全出海。

成都虹波钼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多款
产品搭乘了蓉欧班列，出口至德国。此
前，该公司在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主要由
厦门钨业集团负责，成本高、时间长。“知
识产权＋蓉欧班列”基地成立后，公司能
够在海外市场更好地开展知识产权工
作，提高专利布局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典 型 实 例 知识产权+蓉欧班列

知识产权的高效流转，有力促进了创新资源要素的
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正加速释放创新活力。

运用转化 释放创新活力

成都市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支持模
式，编制发布科技创新平台、团队、技术
三张清单，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 104 个、
顶尖创新团队 134 个，实施 23 个产业专
利导航工程，全面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和
专利产品备案工作。

深入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促进
工程，“郫县豆瓣”“蒲江雀舌”列入中欧地
理标志合作协定名单，7个地理标志产品
荣登2023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100强，蒲江丑柑入选国家地
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成都市积极创新建设针对特定产业生
态圈或生态链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产业赋能中心，探索打造知
识产权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新型应用场景。

其中，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赋能中心是首
批建设的3个重点产业领域赋能中心之一。该
中心立足产业功能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
过创新服务机制和业务模式，构建起专业化、
市场化、嵌入式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努
力打通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持
续赋能全市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知识产权线上服务平台对政策、
企业进行标签化处理，实现了“企业找政
策”向“政策找企业”的转变。2020年至今

共为全市创新主体争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达128.4亿元。以赋能中心为抓手，助力企
业申报成都市首个开放式先进负极材料中
试平台，有力支撑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走
访调研企业，搜集企业需求30余条并处理，
15家企业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10家企业
获专精特新企业称号，2家企业获国家级新
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产品认定。

成都市新材料产业生态联盟相关负责人
表示，成都市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赋能中心将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产业功能区和产
业生态圈联盟等建立工作协同机制、整合政策
资源优势，打造知识产权与产业链补链、强链、
延链、固链工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应用场景。

典 型 实 例 知识产权产业赋能中心

建圈强链 赋能产业发展

“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是高标准推进国家、省、市知识产权重大
目标任务的重要支撑。厚植知识产权人
才发展沃土，打造知识产权人才发展高
地，大力培养、引进、用好知识产权人才，
为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市出台《关于促进知识产权创新
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政策文件，实施知识
产权人才支持政策 20 余项，从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各环节，不

断强化对知识产权人才的引导激励，着力
促进知识产权领域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
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精准对接，不断壮大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激发人才活力，实现
人才效用价值。

“十四五”以来，成都市新增正高级知
识产权师4人、高级知识产权师82人、知识
产权师582 人，新增专利代理师资格711
人。目前，全市拥有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
才8人，执业专利代理师1075人，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突破2000家，从业人员超3万人。

知识产权的创造需要专业人才支撑。

聚才育才 发挥知识产权人才价值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出台激励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政策，有效促进了服务机构和
企业引进和培育懂法律、懂专业、懂技术、
懂运营的复合型人才。

成都高新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理事长
徐宏说：“知识产权人才项目惠及了更多的

高新技术企业。九鼎天元集团公司的人才
团队通过政策奖励，深深感受到了政府对于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重视，对知识产权行业
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以在知识产权行业工作
为荣，将更好地为知识产权事业做贡献。”

文/阳林 潘舒 图/成都市市场监管局

典 型 实 例 知识产权人才项目

阿
塞
拜
疆
主
流
媒
体
团
走
进
都
江
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