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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特色植物研究应用成果昨日发布

发光植物或将走上成都街头

天府广场姹紫嫣红的小报春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胡瑰玮 张伟进）

“本次药膳大赛一共有 282 件
作品进入复赛，这些作品今日

‘亮相’官网，大众评审可进行
投票。”目前，首届烟火成都药
膳大赛正式进入复赛环节，经
过主办方对报名作品提交材
料的完整度、规范度等进行初
步筛选后，今天，大众评审的
投票环节正式开启。

根据本次大赛赛程安排，
11 月 29 日到 12 月 3 日是复赛
作品的投票时间，所有进入复
赛的药膳作品都呈现在活动
官网上，由大众评审进行为期
5 天的投票。每人每天可投 5

票，可投给同一作品，也可投
给不同作品。在此期间，为鼓
励大众积极参与，市民在参与
投票后留下个人信息，主办方
将进行不定期抽奖。

“本次进入复赛的作品个人
组184个，专业组98个。”活动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复赛投票
期间，每天会进行三轮抽奖，时
间分别为10点、16点和20点，每
轮将有10位投票者中奖。

扫描二维码可进行投票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粟新林） 11 月 28
日，“同城·同心·同行”成德眉
资同城化全媒体观察团联动
采访在成都启动。接下来，由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等中央、省、市媒体
组成的“同城化全媒体观察
团”，将深入四城的交通、产
业、文化、公共服务、开放合作
等系列一线领域，感受成都都
市圈的万千气象。

活动由四川省推进成德
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
成都发布携手德阳发布、眉山
发布、资阳发布共同发起。本
次成德眉资同城化全媒体观
察团联动采访活动以“同城、

同心、同行”为主题，除了成立
观察团，还同时成立“同城融
媒研习社”，并设立“同城新闻
奖”，为讲好成德眉资同城故
事培养更多融媒人才。

记者了解到，2024年成都
都市圈系统谋划了 4 大类 150
余个同城化发展重点项目，计
划投资总额约1.52万亿元。此
次观察团的采访主题聚焦现代
产业协作引领、创新资源集聚
转化、改革系统集成和内陆开
放门户、人口综合承载服务功
能四个方面，首批探访点位也
在现场公布：天府国际机场、
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四
川区域协同发展总部基地、淮
州新城、德阳大学科技园、市
域（郊）铁路成资线建设现场。

成都都市圈全媒体观察团
联动采访启动

首届烟火成都药膳大赛今日开启大众投票

近300道药膳等你来“评”

回顾过往：
服务青年创业项目1.21万个
建设活动型青年社团3251个

过去五年，全市各级团组织带领广大
团员青年，在科技创新前沿敢为人先，在乡
村振兴一线摸爬滚打，在大运赛场内外奋
勇担当，为城市建设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
力量。

牢记根本任务，为党育人的政治本色
更加鲜明——开展“青年大学习”“思想武
装·青春脑航员”“红领巾爱学习”等网上主
题团队课，参与人次超过 2.4 亿。组建“蓉
耀青年”成都大学生新思想宣讲团、青年志
愿者宣讲团等青年讲师队伍，开展主题宣
讲7000余场次。

紧扣工作主线，服务大局的职责使
命更加彰显——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聚
焦“双城记”“都市圈”，推进成渝两地区

（市）县团组织结对共建 13 个；聚力青年
创新创业就业筑梦，搭建一站式服务平
台，入驻孵化载体 1046 家，服务青年创业
项目 1.21 万个；提档升级青年人才驿站，
累 计 入 住 青 年 9 万 余 人 次 ，满 意 度 超
95%。在乡村振兴第一线，联合市级部门
建立 23 个返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站，推动 300 多个项目落地实施，服务青
年大学生近 10 万人。在社区治理最末
端，构建青年志愿服务社会化动员体系，
注册志愿者增加 130 万，入驻组织增加
8200 余个。在重大赛展会中，组织超过
10 万名青年化身“小青椒”“小辣椒”，用
热情和微笑汇聚成大运会、世警赛、世乒

赛、世界科幻大会、成都马拉松等赛展会
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勇担政治责任，服务青年的价值追求
更加笃定——推动机制完善，市、县两级青
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部建立，市级成员
单位增至 45 家，推出涉及就业创业、住房
安居、子女养育等青年普遍关注的普惠性
政策379项。打造四川·成都12355青少年
服务智慧中心，建成综合服务智能平台，直
接服务青少年1.7万人次。

大抓基层建设，深入青年的组织体
系更加牢固——扩大组织覆盖，持续开
展基层团建“百日攻坚”行动，乡镇（街
道）、村（社区）基层团组织实现 100%按
期换届；建成非公领域团组织 5057 个、城
市住宅小区团组织 6925 个、行业系统团
指委 16 个。创新组织形态，建设活动型
青年社团 3251 个，成立新兴领域青年联
谊会，联系覆盖 14 个领域的新兴青年群
体 8.9 万人。

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创新动
力更加强劲——全面完成《共青团成都
市委改革实施方案》29 条改革举措、98 项
改革任务。推动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
革，10 个区（市）县入围全国试点并圆满
完成任务。深化社区青春行动，16 个社
区纳入全国试点、8 个社区纳入省级试

点。统筹推进青联、学联、少先队改革，
青联委员结构和代表全面优化。建成

“红领巾学院”38个。

展望未来：
升级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

建设青少年综合服务小站100个

未来，如何尽心竭力服务青年成长发
展，让广大青年筑梦成都、圆梦蓉城？

推动完善青年成长发展的工作体系，
我市将高质量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
设，支持区（市）县打造各具特色的全国、全
省试点，建成青年发展型社区 100 个，探索
建设青年发展型园区、企业。动态完善青
年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健全青年统计
监测平台，发布成都青年发展蓝皮书。围
绕毕业求职、创新创业、子女教育、住房保
障等青年关心关注，推动出台更多普惠性
政策。系统性、动态化集成青年发展政策
清单，推动实现青年发展政策一键获取、普
惠共享。

千方百计为青少年办实事，我市将
深入推进青年发展启航行动，做实适岗
毕业生培养、超级实习生赋能、就业观念
转变促进、学长学姐助力等项目，服务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成长。持续向
青年推送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和
租赁补贴等住房政策，帮助青年住有所
居。建强“青年之家”三级体系，建成“青
年之家”2000 个，拓展服务功能，助力青
年城市融入。实施“童伴计划”，建好“童
伴之家”，让更多青少年群体感受到党的
温暖。

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成都将通
过民主协商、社会倡导、个案帮扶等，联动
推进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联合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开展青少年权益保护专项调
研，提出高质量建议，促进政策制定更多惠
及青少年。参与构建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
会支持体系，深化“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
建，建强“蓉”字号青少年权益保护系列品
牌，助力平安成都建设。落实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强制报告制度，主动响应、稳妥
处置青少年权益热点事件。

提升 12355 青少年服务效能，将围绕
成都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智慧蓉城建
设，建强四川·成都 12355 青少年服务智慧
中心，打造全团青少年权益服务的成都样
板。升级 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深化与
成都 12345 热线、110 服务台等一键转接联
动。优化综合服务智能平台，完善“AI 机
器人+人工客服+专家预约”服务机制。开
展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青少年高频热点
话题。建设青少年综合服务小站 100 个。
组建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方面专家志愿
者 1000 人。持续开展青少年权益保护、禁
毒防艾、普法宣传活动，助力营造青少年健
康成长环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李世芳

11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来自成都

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青年代表肩负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的信任和重托，共赴青

春之约，共谋未来成都青年工作发展蓝图。五年春华秋实，成都青年绽放出怎样

的青春？展望未来，新时代成都青年又将如何砥砺奋进？

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助力广大青年筑梦蓉城

未来成都将建成青年发展型社区100个

设置主题展台
回顾25年来代表性书籍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南书城新址，走
进书城，墨香扑面而来。宽敞的空间布局，
舒适的座椅，温馨的灯光，洋溢着优雅而宁

静的氛围。精心设计的阅读区，既有适
合独自品读的安静角落，又有方便交流
讨论的宽敞空间，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多
元化需求。

在书城内，天府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在
成都元素的打卡墙上则呈现着地标建筑、
特色美食等元素⋯⋯

特色文化区将三星堆的神秘与市井的
趣味相结合，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将开设
新生代作家微展览，打造 ACG 聚集地，为
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一提的是，书
城的主题展台回顾了 25 年来在西南书城
展出的代表性书籍。每一幅场景将过去、
现在、未来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让到访者都

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

成长与回忆
承载城市文化发展梦想奔赴新程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自西汉时期文翁化蜀兴学以来，成都便成
为中国西南部的文化中心，扬雄、司马相
如、苏轼、杨慎、郭沫若等一代又一代巴蜀
先贤和文人才子成就了天府文化的光辉灿
烂。阅读已融入成都人血脉，并滋养当地
文化，生生不息，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实
体书店在成都的兴盛。

1998 年 10 月 1 日，中国西部最大的图
书展销中心——西南书城在成都开门营
业，结束了四川没有大型现代书城的历
史。作为中国西部较大的图书发行网点，
西南书城曾被评为全国十大书城之一。

25 年来，西南书城一直满足着市民对
精神文化的渴求，被誉为成都乃至全川读
书人的购书天堂，陪伴了成都“70 后”的青
春，参与了“80 后”“90 后”和“00 后”的成
长。这里充满了人们美好的童年回忆，和
大人一起消磨下午，看完书就逛街，去春熙
路买许多好吃的。

时光流转，成都的街巷正日新月异，但
西南书城的陪伴从未变过。记忆与青春可
倚，但以阅读之名面向未来才是时代心
声。迁址焕新后的西南书城必将再次成为
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开创新的文化复兴，
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新地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文/图

陪伴读者25年 西南书城迁址焕新
西南书城作为成都文

化地标之一，已成为成都一

张颇具情怀的文化名片。

记者昨日获悉，12月1日，

陪伴读者25年的西南书城

将迎来迁址焕新。老西南

书城将会营业至11月30日

晚上9点，之后会关闭；新西

南书城开业时间为12月1

日上午10点。

据介绍，焕新后的西南

书城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

二环路西二段12号蓝润摩

里中心，面积5000平方米，

线上线下展示销售图书80

万种、文创产品10万种，弥

补了成都城西片区缺少大

型书城的空白。书店充分

融入在地文化，打造川派文

化，升级云店功能，线上线

下深入融合，从阅读体验到

业态进行了全面升级。
焕新后的西南书城

电影《阿凡达》中，男主角杰克初次到
达潘多拉星球时，被许多如发光水母一样
的“希望树”种子包围，还有发出光芒的花
草、蘑菇⋯⋯用镜头语言展现了由发光植
物组成的奇异世界。

其实，这些影视中的发光植物未来也
极有可能出现在生活场景中。11月28 日，
由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主办、成都
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承办的“第三届特色
植物研究应用中心成果发布会”举行。记
者从会上获悉，成都市花木技术服务中心
正在培育研究发光植物，通过基因编辑技
术将昆虫荧光素和人工合成的生物素基因
导入其他植物体内，使其产生较强的荧光
或发光效果。

未来，科幻电影场景，或将照进现实生
活中。

“这是全新的尝试。”市花木技术服
务中心产业发展科科长黄靖琪介绍，目
前正对佛甲草、大滨菊这些观赏性草本
植物进行诱导育种，未来大家可能会看
到科幻影片里的梦幻场景在成都的城市
街头出现。

目前，成都市域共有高等植物 233 科
1412属4459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74
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也存在花卉自
主选育创新品种少、市场占比低等问题。
在黄靖琪看来，破题还需扩宽植物研究新
领域。就在今年，“特色植物研究应用中
心”已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
所，应用“合成生物学技术”，设计构建了

一条包含黑暗诱导表达系统、蓝色和绿色
发光基因以及多植物转化系统的发光人工
染色。

“这项研究将为我们培育创制稳定发
光、发光颜色多样、发光时间可控的都市发
光观赏植物提供更多可能，也为我们深入
了解光感生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提供新的平台，为推进资源价值转化提供
更多创新动能。”黄靖琪说。

据了解，2023年是“特色植物研究应用
中心”成立的第三年。今年5月，被成都市民
误认为是“假花”的二环路高架桥“网红”月
季，正是在“特色植物研究应用中心”桥梁和
孵化器作用下，经由专业团队筛选所得。

除了扩宽植物研究新领域外，近年
来，特色植物研究应用中心还在不断加
强本土特色花卉的开发与利用。通过系
统性深入研究，已让蜀葵、川赤芍、小报
春、太平花、白及等特色植物出现在成都
街头。

以极具代表性的乡土特色花卉小报春
为例，其中“蜀红”“傲冬”“粉沉香”3 个品
种已于今年 4 月获国家林草局授权新品种
权，也是全国首例报春花属授权。此外，

“瑞雪”“飞羽”“胭脂蜀”3 个小报春新品种
已向国家林草局提交了新品种权申请。这
些新品种具有观赏价值高、抗逆性强、花期
长、生态幅广等多项优点，获得了业内的一
致认可与好评。

“小报春的花期在12月到次年4月，刚
好可以弥补国产冬季花卉比较匮乏的现
状。”黄靖琪介绍，报春花属的研究成果突
破了我国报春花卉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种占
领的“卡脖子”难题，也为川花发展起到了
引领性作用，未来将继续促产促研，让更多
的高校科研院所投入到四川乡土花卉植物
的发掘和研究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总投资630亿 成都新型显示产业再加码

成渝八地签约协同推进锂电产业

紧接 01 版 据 Omdia 数据显
示，2026 年 OLED 笔记本电
脑面板出货量约 600 万片，同
比增长 19%。据 DSCC 预测，
到 2026 年，OLED 在高端 IT
市场将以 51%的年复合增长
率增长到 44 百万片。因此，
项目对应的中尺寸 IT 类产品
市场未来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持续加码
成都新型显示产业加速崛起

京东方是显示领域全球
领先企业。2023 年上半年，
京东方在 LCD 显示屏领域整
体及五大主流应用领域出货
量稳居全球第一。

今年是京东方落子成都的
第16个年头。自2007年首次
在成都投资31亿元人民币的第
4.5代TFT-LCD以来，京东方
持续在成都布局显示产业。
2011年，基于4.5代生产线的良
好运营情况，京东方集团决定
在成都扩建LTPS LCD面板生
产线，面向高端市场，实现了产
业升级。2017年10月26日，中
国首条、全球第二条 6 代柔性
OLED面板生产线在成都量产。

对于连续布局四川、成
都，京东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主要源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链
完整、人才充沛、交通物流条件
良好，发展显示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早在2007年，京
东方就投资45亿元在成都高新
区建设第 4.5 代 TFT-LCD 项
目，加上此次第 8.6 代 AMO-
LED生产线投资，京东方在川
渝投资总额已经超2000亿元。”

显示产业是四川省、成都
市 重 点 支 持 发 展 的 产 业 方
向。数据显示，2021 年，成都
市新型显示主营收入规模达
602.69 亿元、成为成都最具发
展潜力的支柱产业之一。此
前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 新
型显示十大城市及竞争力研
究》显示，在“2022 年柔性显
示五大城市”中，成都在武汉、
重庆等城市前，位列榜首。

在成都的“建圈强链”行动
中，京东方正是电子信息产业

“新型显示”细分领域中的“链
主”。在链主的带动下，成都显
示产业生态圈不断扩容。目前，
成都拥有完整的显示产业生态
链，建立了从偏光片、掩膜版、工
业气体到面板制造，再到笔电、
电视、手机、车载显示等终端应
用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聚集
了京东方、中光电、TCL等250
余家新型显示企业。

此次京东方再度加码投
资成都，无疑将为产业建圈强
链带来新动能。谈到成都新
型显示产业未来发展，成都市
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成
都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拼
图”中，新型显示产业是“芯屏
端软智网”细分领域的重要一
环。从政策端看，成都产业发
展的多项“顶层设计”均为新
型 显 示 产 业 规 划 了 发 展 路
径。下一步，成都将不断向产
业链上游、下游延伸拓展，加
快打造“千亿级”新型显示产
业研发和制造基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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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眉山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成德眉资同城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域纳入《成
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当前，
眉山正突出新能源新材料主
攻方向，聚力打造锂电、晶硅
光伏、化工新材料 3 大千亿产

业，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锂
电材料产业基地、中国晶硅
光伏制造基地和全球一流的
绿色化工材料基地，先后引
进新能源新材料项目 136 个，
迅速聚集了一大批锂电龙头
企 业 ，到 2025 年 将 形 成 超
1000亿元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