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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1月28日，
2024 年春运第三天，贵阳北开往成都东的C5996 次列车上
迎来了两对特殊的旅客，两位新娘穿着红色的秀禾服，手里
拿着鲜艳的捧花，新郎背着新娘缓缓地从站台走到车上，乘
着高铁，奔向婚礼现场。

据悉，两位新郎分别家住宜宾市珙县、南充市，均是从
四川前往贵州接新娘的，没想到在列车上不期而遇。按照
习俗，婚礼当天，新郎要把新娘接到自己家举办婚礼。两
人都是开车去的贵阳，抵达后遇到了大雪封路，没法开车
返回，于是新郎不约而同地购买了贵阳至成都东的火车
票，选择将高铁作为特别的“婚车”。

在这列特别的“婚车”上，列车乘务人员主动帮他们把喜
被、嫁妆放到行李架上，并向两对新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新郎
团也拿出喜糖分发给乘务组，并向他们发出了婚宴的邀请。

高铁变“婚车”
两对新人乘坐高铁回川结婚

两对新人乘坐高铁去结婚 成都铁路局成都客运段供图

本 报 讯 （成 都 日 报
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行
走在成华小学，似乎游走

在一座美术馆里，1000多幅师生原创的木刻画、创意素描、岩彩
画、麻线编结、立体纸艺作品装点在楼道、走廊、图书馆、食堂的
各面墙壁。近日，记者了解到，成华小学56米长的成都美食文化
墙，采用“剪纸+木雕”的形式，将别有意趣的场景定格了下来。

近年来，成都市成华小学确定了“以美育人”的办学方向，
以“美浸生活，美润人生”为办学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
念，让校园文明蔚然成风。

记者获悉，该校除了注重校园环境设计之外，还积极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积极打造学校“精神颜值”，从多个方面提升专
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师生共同成长，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校园的
每个角落。

在美德养成的过程中，学校制定了“‘尚美娃娃’美好契约
十二条”、《成华小学学生尚美发展评价三级指标》等，实行《成
华小学“好习惯之星”评比及奖励办法》，通过倡导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及开展系列公益行动，不断引导全校师生养成文明好
习惯。

让美育润物无声

56米长的文化墙装点文明校园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成都局”）获悉，2024 年铁路春运期间，成都局预
计发送旅客 4800 万人，同比增长 641.6 万人，增幅
15.4%。

铁路部门将围绕春运，节前安排旅客列车
1058.5 对，同比增加 95.5 对；节后安排 1052.5 对，
同比增加90对。

记者了解到，2024年春运期间，成都局科学合
理安排运力供给。2023年，新开通的贵南高铁、成
自宜高铁、川青铁路也将投入到春运中。与此同
时，成都局动车组配属计划达 452 组，较 2023 年春
运增加38组。管内开行动车临客81对，在新成昆
铁路、达成铁路开行夜间动车 6 对，动车资源更加
丰富，运能保障更加充分。

在购票方面，成都局共设置自动售取票机
1569台，人工窗口969个，重点车站设置24小时售
票窗口21个，方便旅客购票。

2024 年春运期间，便捷换乘站点也将增加。
新增成都西、成都南、青白江东、都匀东、乐山、自
贡、宜宾西和安顺西等车站便捷换乘服务，便捷换
乘车站总数达26个。

今年春运铁路成都局
预计发送旅客4800万人

从成都到眉山
带来优质医疗资源

一张办公桌、一架书柜，在陈杰的
办公室里，书柜中端正地摆放着一个水
晶奖杯。“这是三年前召开首届成德眉
资妇幼论坛时获得的。2023年，我们在
资阳市召开了第三届成德眉资妇幼论
坛。”陈杰介绍道：“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进一步加强成德眉资四市在妇幼卫生
领域的交流和学习，推进成都都市圈医
疗服务均质化发展，实现医疗同城化。”

“我是和成都都市圈一起‘成长’
的。”陈杰笑称，“除了在华西做专家门
诊和手术外，自己每周大多数时间在眉
山市。”这几年，陈杰把眉山当成了家，
把推进成都都市圈优质医疗均质化发
展当成了他现在最重要的事业。

正是陈杰等华西专家的加入，成都
都市圈内的优质医疗服务得到了较大的
均质化发展。“我们家孩子的手术，就是在
眉山由华西专家给做的。”眉山市民赵先
生告诉记者，以前每次要专门去成都才
能挂到心仪的专家号，后来华西专家告

诉他，在眉山当地也能挂到他的号了。
果然，赵先生此后不用去成都，孩子在眉
山的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的治疗。

截至2023年底，在陈杰和其他华西
专家团队的带领下，眉山市妇幼保健院
提等升级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打通
与华西第二医院的医疗协作平台，共享
华西诊疗资源，实现区域医疗机构的业
务协同，实现多院区医疗诊治无缝衔
接，并成功冲入全国三级妇幼保健机构
前 100 名，在全省妇幼保健机构的排名
位列第3名。

华西人办“华西”
已开设8个儿童系统性疾病中心

“咚咚咚⋯⋯”透过窗户，楼下工地
一阵阵机械施工声响起。“楼下正在修
建的是四川省儿童医院二期工程，预计
2025 年底建成投用，到时候，这里会呈
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的‘三院
一体系’（区域中心医院、儿科医师培训
学院、儿童健康研究院和区域儿童健康
协同服务体系）。”陈杰告诉记者，2022

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与眉山市再
次深化合作，助力四川省儿童医院、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眉山市，更多华西
人把眉山当成了“新家”。

华西人办“华西”，致力超越华西，这
是一个创新式发展的“幸福工程”，华西
人要在眉山市推进四川省儿童医院系统
性疾病中心的建设。陈杰举了个例子：

“到华西医院有儿外科，到华西第二医院
有儿内科，以后到了四川省儿童医院就
会同时拥有内科和外科，中间是诊疗中
心，内外科医生可以同时在这里会诊。”

像这样的系统性疾病中心，四川省
儿童医院规划了 13 个，目前已经开设
了儿童泌尿系统疾病中心、儿童血液系
统疾病中心、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心、
儿童神经系统疾病中心等 8 个儿童系
统性疾病中心，是四川省除成都市外儿
科门诊专业覆盖最齐全的医院。待二
期项目建成后，医院总床位数可达到
2000张，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欢 周鸿
摄影 魏麟潇 何思田

成都消防：

全面加强隐患排查
“九小场所”要注意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徐松明） 记者昨日获
悉，近期全国部署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针对“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
集场所三类场所集中整治，其中小商铺、小饭店等“九小场所”
容易存在可燃物多、火源管理差、“三合一”等问题，“小场所”可
能会发生大事故。对此，记者联系到成都消防工作人员，就“九
小场所”安全知识进行科普提示。

“九小场所”包括小型学校幼儿园、小型医疗机构、小商店、
小餐饮、小旅店、小歌舞娱乐、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小生产加工
企业等场所，具有单位面积小、人员相对密集等特征。“九小场
所”的火灾特点通常是燃烧猛烈、易形成大面积燃烧，且疏散困
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同时烟雾密集，烟气严重侵害被困人
员。水源缺乏，灭火救援难度大。

对此，成都消防提示，沿街小商铺、小饭店等“九小场所”点
多量大，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在日常经营中一定要加强隐患排
查，防患于未“燃”。

▶小餐饮场所电气线路不乱接，油烟污渍常清理。严禁店
内住宿，闭店之前切断气源、火源、电源；

▶小歌舞娱乐场所要严禁室内吸烟和使用明火，严禁店内
住宿。保持安全通道畅通，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

▶小教学机构的学生宿舍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存放易燃
易爆危险品。教学用具分类储存，化学试剂要放好；

▶小旅馆安全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堆放杂物。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要定期检查
并及时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热水器；

▶小商场物品储存要分类，消防器材配备到位，保持安全
通道畅通。不用明火，不吸烟，不在店内住宿；

▶小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储存类场所不住人，及时清理杂物
并分类存放。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备，做
好防火分隔；

▶小网吧电气线路常检查，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逃生标
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堆放杂物；

▶小休闲健身场所电气线路要防水，常检查、防漏电。严
禁室内明火、吸烟。不得使用可燃装饰材料；

▶小医疗场所电气线路不乱接。严禁使用明火，病房室内
禁止吸烟。

成都都市圈协同提升公共服务能级

家门口享优质服务 幸福感拉满

发展“共谋”
“同城待遇”逐步实现

促进区域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一体
化发展，共同探索“同城待遇”，是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的重要内容。要让成都都市圈群众真正享受
到“同城待遇”，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突出均
衡化、便捷化、人文化、品质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整体提升优质公共服务水平、
共同打造城乡融合的优质生活圈，成都都市圈正
在下一盘为四市群众谋取幸福的“大棋”。

2023年，成德眉资四市相继联合印发《成德眉
资医保同城化发展三年成长期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重点事项》《2023 年成德眉资教育同城化
工作要点》等，并协同完成《成都都市圈龙门山龙
泉山旅游业协同发展规划（2023—2030年）》，联合
发布了《成德眉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项目）清单》
等一大批关于提升四市群众“同城待遇”的公共服
务同质提升的工作部署。

截至目前，成都都市圈已稳定开行 15 条跨市
域公交和 8 条跨区域定制客运线路，成都都市圈
38 个区（市）县已有 29 个实现天府通“一卡通”；四
市学校结对共建达 292 对，共建 27 个医联体，519
家公立医疗机构电子健康卡（码）互认，154家二级
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138 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四
市明确 4 大类 12 项 28 分项重点任务，建立起灾害
联防联控、互帮互助等应急联动机制⋯⋯

“2025年底，这里将建成全国一流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周二上午，站在办公
室窗前，四川省儿童医院/华西二院眉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杰，望着楼下正如
火如荼建设的二期工程，脸上透着一丝欣慰。

四川省儿童医院建成后，眉山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华西的优质医疗服
务。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在推进成都都市圈的建设中，家门口的“好医院”“好
学校”越来越多、成德眉资四市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四市异地养老享补贴⋯⋯
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走进成德眉资四市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成长故事】

2023 年是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出推进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市圈建设决策部署的第四
年，成德眉资四市群众不仅见证着成都都市圈日新
月异的变化，也共享着“圈”内越来越便捷的生活。

成都大运会启幕的同时，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展
馆同步对外开放；成都淮州新城的国家西南区域应急
救援中心建设迎来收尾，届时将打造2小时应急救援
圈⋯⋯这一年，成德眉资四市重点实施7个医疗项
目、6个文旅项目和1个城市治理项目的建设，公共服
务领域的一个个项目与老百姓密切相关，成都都市圈
的群众生活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捷。

同时，加快形成配置合理、结构优化、人人共享
的成都都市圈公共服务体系，将成都都市圈建设成
为具有区域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

加速提质扩面
让同城生活更便捷

——访省同城化办公服生态组组长吴俊锋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
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约 1100 只，增长到近 1900 只，
全球圈养数量达到 728 只，实现了大
熊猫栖息地保护面积和野外种群数量

“双增长”。
成都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在

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方面，按照第
四次大熊猫普查数据，大熊猫国家公
园成都片区常年活动有野生大熊猫
73 只，占国家公园野生大熊猫数量的
4%。依托国家公园的建设，成都有哪
些行之有效的大熊猫保护措施？

2021 年 10 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
式设立。其中，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
片区涉及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
大邑县4个县(市)。

构建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廊
道，大熊猫栖息地修复是关键一环。
目前成都片区大熊猫栖息地修复以自
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开

展工作。成都片区2023年进行了首次
人工修复栖息地，在都江堰长河坝、大
邑火石溪、崇州巴栗坪等点位进行施工
建设，并在2023年12月前完成验收。

目前，人工修复主要是针对部分
重点生态脆弱区，“对于整个大熊猫栖
息地修复工作来说起到的是穿针引
线、重点修补的作用。”成都熊猫分局
相关负责人说，未来还将继续以人工
修复带动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并考虑
适度结合生态景观效果，恰当融入社
区协调发展、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工
作需求，促进大熊猫栖息地质量提升、
保障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近年来，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成都片区的珍稀野生动植物频频与
市民朋友发来“视频连线”。这得益
于布设在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捕捉
下动物的踪迹，今年还通过自组网技
术，安装了一批可以实时传输红外触
发图像数据的智能红外相机。这些

相机还扩展了红外传感器、温湿度气
压、空气质量、海拔经纬度等传感器，
能采集多种环境信息。同时，为减少
人为干扰，还将实施电子围栏，开展
靶向短信试点，实现核心保护区进入
短信提醒等功能。

科 研 助 力 大 熊 猫 保 护 纵 深 推
进。成都片区还在野生大熊猫疫源
疫病监测、野生动物救护能力提升、
野生大熊猫 DNA 遗传资源库建立、
人工低效林改造等多个领域开展 7
项科研项目。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动员当
地居民变“守护者”。2022 年、2023 年
先后为成都片区内的社区居民提供
322 个、600 个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
聘请当地居民参与巡护监测、集体资
源生态管护、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
区森林防火、保护宣传引导等公益性
工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增长到近1900只

成都片区大熊猫栖息地首次人工修复完成验收

【新闻面对面】

【新闻纵深】

四川省儿童医院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伟进 胡瑰玮） 1月26
日，2024 年春运正式开始，不少市民已经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回家路漫漫，除了选择火车、高铁、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之外，也
有众多市民选择了自驾回家。而在春节假期期间，还有不少人
早已做好了短途自驾游的计划。

车辆本身的状况是行车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在开车上路
之前，我们应该怎样系统地检查车辆，确保其拥有最好的“状
态”？冬天多雨雪，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安全驾驶，保障自己的
安全？回到乡村，面对狭窄的乡村小道，怎样实现一次性倒车
入库⋯⋯这些大家关心的行车安全问题，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都
能找到答案。这一次，由成都交警和资深教练联动教学，你不
仅能了解到安全出行的知识，也能学到驾校教练摸索多年的开
车技巧。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今日下午3点，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邀请成都交警二分局二大队民警刁冠金，以及从事教练行业15
年的资深教练易俊林来到直播间。一辆车，两个人，成都交警和资
深司机直播间里现场讲解春运返乡、游玩途中的行车注意事项，一
起为大家送上自驾行车安全锦囊。

极端天气如何安全驾驶？狭窄道路如何倒车入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直播间
今日在线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