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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文/图） 1 月 3 日，记者获悉，成
都天府国际生物城首个光储一体化示
范项目日前在生物城污水处理厂正式
投运。该项目并网投运后预计每年可
产生约30万千瓦时“绿电”，将进一步降
低污水处理厂碳排放，提升污水处理厂
电力安全性保障，为“光储污水处理”一
体化绿色项目打造及生物城近零碳园
区建设奠定基础。

据悉，光储一体化主要由光伏系
统 和 储 能 系 统 组 成 ，光 伏 系 统 负 责

“生产”——发电，储能系统负责“保
管”——将电储存在电池中。生物城
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用
全液冷技术，磷酸铁锂电芯，装机容
量为 100KW/232KWh；光伏系统采用
单 晶 硅 组 件 ，一 期 总 装 机 容 量
389.4KWp，自发自消纳。两个系统均
接入园区微电网，通过一站式智慧能
源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实现微网系统
内源、网、荷、储的协调运行与经济优
化调度。

记者了解到，生物城污水处理厂
作为西南地区第一座“全地埋式+生
物 医 药 废 水 占 比 65%+ 主 要 污 染 物

（TN 除外）出水水质达地表三类水标
准”的生态湿地公园式污水处理厂，
结合自身的建设理念，实现多功能多
业态的集合，将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
价值的有效转化，积极响应了《四川
省 电 源 电 网 发 展 规 划（2022—2025
年）》，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开辟
了可行之路、可范之本，为开发利用可

再生能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深度
减排探索了发展方向。

作为生物城首个光储一体化示范
项目，以“光储一体化”为主体的绿色能

源供给体系，满足了生物城污水处理厂
绿色用能、稳定用能、智慧用能的需
求。“生物城‘光储+水务’的融合方案，
成功地示范了如何更加绿色、更加清洁

地进行水质再处理，通过能量存储和优
化配置实现了本地能源生产与用能负
荷的基本平衡。”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摄影 李冬） 1 月 3 日凌晨 4 时 40
分许，由墨尔本飞来的 3U3886 航班平
稳降落至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从飞机
上“走”下来了一批特殊“客人”——1.4
吨进口车厘子，这也是从天府国际机场
入境的首批鲜货。快速办理通关验放
手续后，这批进口车厘子最快于当天下
午快递到消费者手中，而天府国际机场
综合指定监管场地也由此正式启用。

“我们的鲜货在成都又多了一个
进出通道，搭乘航线航班的运输更加
灵活，选择也更为丰富，运输时间缩
短了，摆上卖场的产品也更为新鲜。”
负责这批车厘子进口的澳美优品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格林称，此
次进口的 1.4 吨车厘子是通过腹舱带
货的方式运抵的，也是 2019 年后进口
的首批澳洲车厘子，接下来在春节前
还将有 20 吨澳洲车厘子从成都航空
口岸入境。

高格林认为，对于鲜货进口业务，
运输通关环节是颇为关键的，耗时越
短产品越新鲜，既减少损耗也在市场
上更有卖相。目前，成都的国际客运
航班全部转场至天府国际机场运营，
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指定监管场地启用
后，进口鲜货搭乘国际航班的选择更
多，加入监管场地处理能力更强，运输
通关效率也更高，相应地提升了鲜货
进口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2023 年 12 月，天府国际机场一次
性获批进境水果、植物种苗、食用水生
动物和冰鲜水产品4类指定监管场地资
质，成为四川省内首个综合性指定监管
场地。这意味着这些进口鲜货入境成
都增添了新捷径，可以直接从天府国际
机场入境。

如今，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指定监管
场地启用了，成都构建起了成都天府、
成都双流两场共同迎接鲜货入境的新

格局。进口水果搭乘国际航班的选择
更丰富、更灵活，除了搭乘全货机航班，
还可以搭乘国际客运航班通过腹舱带
货方式来到成都。

记者从成都海关了解到，截至目
前，四川的指定监管场地增至 14 个，包
含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
物、粮食、水果、植物种苗 6 类，分布在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成都国际铁路港，以及泸州港和宜
宾港。

“成都航空口岸是四川对外开放的
重要门户，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指定监管
场地的启用，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口岸
功能，促进成都天府、成都双流两场协
同发展，成都西向南向的国际门户枢纽
优势更加凸显，提升成都对外开放格局
中的区位优势和枢纽能级。”成都海关
口岸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已开通直飞共建“一带一路”的 19
个国家客货运航线共计33条，居西南地
区首位。“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性指
定监管场地实现常态化运行后，来自全
球各地的生鲜产品都可以在天府国际
机场完成快速通关放行，使得成都的生
鲜加工、消费产业更加高效地衔接国际
产业链，为成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增添新的动能和活力。”成都双流机
场海关副关长刘良称。

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成都海关将紧紧围绕落实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服务构建

“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充分
发挥成都天府、成都双流两场进口指
定监管场地平台功能，持续提升口岸
通关效率，增强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助力企业降低仓储、物流等贸易成本，
加快建设成都“西部生鲜港”，丰富百
姓餐桌消费，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本报制图 江蕊松

无人机快递、无人机送外卖⋯⋯如
今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已
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领域。

作为我国无人机产业集聚度最高的
地区之一，成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应用
场景创新。当前，成都工业无人机产业
规模如何？与北京、深圳等优势城市相
比，成都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

日前，成都市无人机低空经济产业
发展圆桌会议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国
内首个以工业无人机为主体的低空经济
产业发展报告——《成都市无人机低空经
济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
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成都方案”，为打造
中国工业无人机第一城助力。

国内首个以工业无人机为主体的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报告

作为中国的创新中心之一，成都

低空经济也在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
加速聚集。数据显示，目前成都的工
业无人机产业已处于全国前茅，大型
无人机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上市公司
中航无人机是国内大型无人机龙头企
业，其生产的翼龙系列无人机已出口
12 个国家，成为“成都造”的一张靓丽
名片。此外，还有纵横股份、时代星
光、民航二所、中移动成都研究院等一
系列无人机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和一
大批上下游企业。

面对新一轮的无人机竞速，成都应
该如何突围？根据成都市无人机产业
协会发布国内首个以工业无人机为主
体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了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成都方案”。《报
告》提出，无人机低空飞行的公共基础
设施“四张网”建设，建设好“设施网”

“通信网”“航路网”“服务网”，让无人
机航线和起降场配套资源可公共使

用，通过系统规划进行降本增效，实现
基于无人机的即时民生综合服务和政
府需求综合服务。

如何将方案实施落地？《报告》给出
了六点建议，要建立成都市高效快捷的
低空经济产业管理体系、出台具有成都
特色的无人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和支持措施系列政策文件、充分探
索和挖掘成都城市低空空域资源、由国
有资本牵头建设成都市无人机低空经
济公共基础设施、大力开发成都市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市场环境、成立成都市低
空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中心。

共促低空经济发展
加快更多应用场景落地

竞逐低空经济赛道，全国各地百舸
争流。对于无人机产业的发展而言，低
空飞行应用场景无疑是关键。“发展无

人机低空经济，场景是根本。”成都市无
人机产业协会会长李永光认为，在成都
已具备坚实的工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
础上，将未来产业发展直指公共类、生
产类、消费类三大飞行运营服务。《报
告》指出，“无人机产业化”和“产业无人
机化”将会是未来低空经济发展的基本
方向，应强化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
全面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作用，打造
好商业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相互支撑、
一体发展的良好局面。

“低空经济成都模式”的打造，也促
成了诸多企业的携手。会议期间，成都
交投航投集团、携恩科技、翔彭智航、天
鹰装备、欣创投资等无人机头部企业就
在成都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运营签订
了意向合作协议。纵横股份、时代星光
等企业就联合赋能成都无人机低空经
济发展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吴茜

竞速无人机赛道，成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报告建议——

成立低空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中心

天府国际生物城首个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运

每年可发电约30万千瓦时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 者 陈 秋 妤） 记 者 3 日 从 市 政
府官网获悉，成都公布了第二十
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进一步

加 大 我 市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力
度 ，加 强 历 史 建 筑 的 保 护 与 管
理 。 成 都 武 侯 祠 文 物 区 大 门 照
壁、人民公园鹤鸣桥等入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秋妤） 记者从市政府官网获
悉，成都印发《成都市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规范和加强成都市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

据了解，《办法》共十二章、八
十一条，其中包括总则、管理机构
和职责、配置管理、使用管理、处置
管理、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
理、资产报告、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附则。

《办法》明确，本《办法》适用
于成都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
党派机关、群团机关（以下简称行
政单位）以及执行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事业
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

其中，《办法》所称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
通过以下方式取得或者形成的资
产：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接受
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接
受捐赠并确认为国有的资产；其他

国有资产。
《办法》指出，各部门及其所属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国
有资产进行清查：根据本级政府部
署要求；发生重大资产调拨、划转以
及单位分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
关系改变等情形；因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造成资产毁损、灭失；会计信
息严重失真；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发生重大变更，涉及资产核算方法
发生重要变化；其他应当进行资产
清查的情形。

《办法》还指出，各部门及其
所属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占有、使用
国有资产或者采用弄虚作假等方
式低价处置国有资产；违反规定
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或者设
立营利性组织；未按照规定评估
国有资产导致国家利益损失；其
他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国有资产
损失的行为。

天府国际机场综合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

鲜货入境成都 又添一条捷径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甦） 3 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布
了2023年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工作“成绩单”。在过去一年里，四川
公安出入境全力护航成都大运会，调
整优化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服务举
措，推进出入境领域“深耕善治”，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作出
积极贡献。

去年，为护航成都大运会顺利
举行，四川公安出入境主动进驻大
运会驻场抵离中心，为涉赛人员提
供 7×24 小时高效快捷的口岸签证
服务；进驻大运村，为参赛人员提供
快捷办理住宿登记、处理证件丢失、
签证咨询、报警求助等服务；成都
11 个出入境窗口增设大运专窗，在
宽窄巷子等景区设立 10 个出入境
服务站，为外籍参会人员提供各语
种的签证咨询服务及 24 小时加急
办理签证证件服务，切实让各国代
表团感受到东道主的热情友好和周
到细致。

为推动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
设，实现成都航空口岸双机场口岸签
证工作无缝衔接，四川公安出入境去
年共审发外国人入境旅游团1049个
1.7万余人次，创造经济价值上亿元，

为我省交通运输、酒店餐饮、文旅产
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围绕社
区、景区、校区、园区建成36个外国人
服务管理站，推进新版永居证便利化
应用（“五星卡”），我省6名来自波兰、
美国等国家的土壤力学、生物学专家
获得首批“五星卡”。

为响应群众需求，四川公安出
入境去年调整优化中国公民出入境
管理服务举措。其中，优化升级
12367 服务平台，深化“互联网+”政
务服务，“乙类乙管”新政实施后，及
时调整出入境管理政策。2023 年，
全省共签发出入境证件 372 万人
次，恢复到2019年的67%，急事急办

“绿色通道”制证 148 本，证件邮寄 2
日寄达率98%。

与此同时，四川公安出入境纵
深推进“獴猎”-2023 专项行动取得
显著成效，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案妨
害国（边）境案件 2314 起，抓获犯罪
嫌 疑 人 10109 人 ，查 获 偷 渡 人 员
7523 人，彻底斩断出境非法务工的
多条路径。牢固树立出入境“既是
窗口又是阵地”理念，切实加强存疑
人员实质性审查，成功预警、劝阻 3
批次 12 名未成年人至缅甸从事电
信诈骗活动。

成都第二十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公布

成都印发管理办法
规范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

2023年四川公安
共签发出入境证件372万人次

3 日，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全国
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在目录调整
准入方面向基本药物倾斜，将国家
基本药物作为医保药品目录的申报
条件之一，减少限制，扩大范围。在
调整过程中，支持基本药物优先进
目录。除个别品种外，最新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中药品已基本全部纳

入基本医保报销范围。
同时，在医保支付范围方面加

大支持力度。在 2022 年目录调整
工作中，重点将国家集采中选药
品、基本药物等的支付范围恢复至
说明书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支持临
床使用。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
已基本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成都将构建“1+2+N”
城市级新型电力系统

天府国际生物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上接01版

如何建设
建立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

为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实 施 方
案》明确加快完善顶层设计构建
虚拟电厂管理运行体系、加快资
源建设接入夯实虚拟电厂调度基
础、有序实施虚拟电厂示范项目
建设三项重点任务。据了解，成
都将依托成都市负荷管理中心，
建立成都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
负责市级虚拟电厂管理平台建设
和 运 行 维 护 。 建 设 虚 拟 电 厂 平
台，在公共建筑、充（换）电设施、
通信基站、公共照明、储能电站等
聚合接入条件较好的行业先行建
设并逐步向其他行业覆盖。

成都将探索虚拟电厂运营机
制。市级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根据
响应类别、响应速度制定分级计价
标准，对弹性负荷响应进行认定和
结算。

此 外 ，还 将 加 快 新 型 储 能 设
施建设，聚焦重点场所及重点用
户电力保供需求，围绕迎峰度夏

（冬）局部区域供需形势偏紧、主
变重过载、低电压等供电可靠性
问题，优先在重点短板明显区域
推动新型储能试点项目落地。力
争 2024 年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达到
50 万千瓦以上，2025 年建成新型
储 能 装 机 达 到 100 万 千 瓦 以 上 。

《实施方案》还明确将聚焦多个领
域，建设垂直场景子虚拟电厂、区
域级子虚拟电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