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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您好！请在赏花的同时留意保
护花草，让它们继续绽放美丽。”“请大家不
要 乱 丢 垃 圾 ，不 乱 吐 痰 ，保 护 生 态 环
境。”⋯⋯春天如约而至，连日来，成都的田
野里、公路旁、绿道边，油菜花、樱花、桃花等
竞相绽放，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赏花文
明行”文明实践活动开展起来，志愿者用实
际行动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文明赏花、文明出
行、爱护环境，争做文明市民。

在环城生态区锦江段，在老师、家长、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孩子们化身文明实践

“小交警”，协助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并向
过往市民游客发出“文明停车，规范停车，有序
停车”倡议，让景区出游更加安全有序。

“您好，我想邀请您一起发出文明倡议
可以吗？”“谢谢您将垃圾丢到垃圾桶，为您
点赞！”另一边，孩子们一手持话筒，一手拿
着“文明赏花 不折不损”“垃圾不落地 风景
更美丽”等宣传牌，争做文明实践“小记者”，
记录文明之美。对于孩子们稚气友善的提
醒互动，市民游客会心一笑为他们点赞，并
自觉加入文明出行的行列。

与此同时，120 余名文明实践志愿者，在

环城绿道主要出入口、周边停车区域、志愿
服务驿站等地，积极向市民游客宣传文明出
游注意事项，并携带工具以备发现垃圾时方
便捡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人人讲文明、处
处是文明”的美好理念。

“不要采摘花朵，不要摇落花瓣，有序排
队，文明摄影，爱护环境⋯⋯”在绿道蜀道通
衢文明实践中心周边，志愿者身着统一服
装，手持文明赏花宣传标语，不时劝导不文
明行为，并向过往市民普及文明赏花知识，
引导大家遵守赏花规则。同时开展一系列
绿色出行和文明骑行劝导，身临其境讲述保
护环境及绿色文明生活的重要性。

在双流区萌宠乐园“志愿守花·文明赏花
新风尚”活动中，志愿者向过往市民游客宣传
文明赏花，倡导市民游客以文明的言行举止
展示自身良好的文明素养，积极争做文明赏
花的践行者，一起守护蓉城最美的春天。

在赏花现场，可以看到许多市民和游客
在拍照留念时，会自觉避开花坛，避免踩踏
花草。家长带着孩子赏花的同时，也会耐心
教育孩子们保护环境，不随意采摘花朵。此
外，不少市民还会主动捡拾园内的垃圾，保
持环境的整洁，文明之花正恰如其分地融入
这美丽的风景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秋妤） 近日，记
者从四川省总工会获悉，四川省政府、省总工会修订了联
席会议制度，并于日前印发新修订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与
四川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明确了
联席会议的指导思想、主要职责、工作规则等内容。

《制度》明确，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议题由
省政府和省总工会共同商定，会议议定事项应形成会议
纪要，省政府与省总工会共同指导各市（州）政府与同级
工会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制度》要求，联席会议要研究解决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搭建职工创新创造创业平台、组织动员职工开展
建功立业活动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解决劳动就业、收入分
配、劳动安全、职业健康、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职工
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研
究解决工会在履行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保障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职责等工作中，以及在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
数字化建设等方面需要政府支持帮助的事项。

据介绍，近年来，四川依托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
议制度，先后实现将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纳入
民生实事实施内容、出台礼遇“四川工匠”政策举措等多
项成果，并针对继续支持四川省五一劳动奖表彰项目、建
设省工人文化宫项目等议题进行讨论研究。此次联席会
议制度的修订，是针对 1994 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
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明确了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的
工作机制，进而更好推动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切实服
务好广大职工群众。

推广种植新技术
提高川芎大田成苗率

都江堰川芎，是该市特产之一，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据历史考查，都江堰种植
川芎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如今，都江堰现
有川芎种植规模 5000 余亩，产业人口 1 万余
人，年产川芎约 200 万斤。“但一直以来，‘缺
窝断苗’是川芎种植的一大突出问题。”张国
云向记者介绍，所谓“缺窝断苗”，就是川芎
苗期死亡率非常大，多的会死一半，少的也
在30%左右。

“致死的‘三大杀手’就是高温、高湿和
俗称‘水冬瓜’的根腐病。”从去年7月到去年
底，张国云带队的都江堰市老科协服务农业
工委的技术专家们，开始试验“大苗移栽”技

术，即变原有的田间直播为育苗移栽，誓要
攻克“缺窝断苗”难题。

从密度、播期、品种等不同维度，张国云
所在的技术团队与种植大户合作，在都江堰
全市建设了10个试验基地。“从最热的时候，
一直到最冷的时候，张主任带着大家，平均
一周跑两次，看出苗率、数叶片数、拍照建立
图片资料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江
堰市老科协水稻科创联盟科技顾问王天祥
历历在目。

“大棚自动控温控湿，用种植土+肥料+
防根腐病药，多重措施‘阻击’了病害‘元
凶’，大大提高了川芎大田成苗率。”种植户蒯
世军告诉记者，靠着专家们的新技术，去年试
验的 8 亩川芎，平均每亩增产 150 斤，增收
1500元，今年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面积推广。

“这个新技术解决了川芎种植过程中的

‘老大难’问题，实现历史新突破。”都江堰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油菜套种菜苔
有效利用土地空间增产增收

明媚的阳光下，盛开的油菜花昭示着又
一个丰产季的到来。一垄垄油菜花之间，还
田的蔬菜叶子成为天然的肥料，为油菜花提
供着养料。“这茬儿油菜花和白菜苔是去年
11月18日一起种下去的。今年2月份，菜苔
就收了，老叶子就地还田，作为肥料。”蒯世
军指着一人高的油菜花田告诉记者，油菜套
种菜苔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实现了增产增
收。“靠着张主任等专家的技术推广，去年试
验的 104 亩，每亩多收入 2000 多元，整体多
收入20多万元。”蒯世军笑着说道。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稻芎轮
作”。“轮作中选用全生育期仅 128 天的水稻
新品系，在水稻8月上中旬收获后，就可以种
植川芎，也可增种一季时令蔬菜。张主任带
队的技术团队，去年在我们这里试验成功之
后，今年还将进行大规模推广。”种植大户兰
由兵告诉记者，“稻芎轮作”一举多得——特
早熟水稻新品米质好，而且亩产从 800 斤增
加到了 950 斤，平均每亩增收 800 块左右；水
稻提前收获后，不管是种植川芎还是其他时
令蔬菜，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在农业领域奋战了一辈子，对农村、
农业还是很有情怀的。作为一名老党员，也
愿意在退休后发挥余热，做点实事。看到农
作物增产增收，我是很高兴的，也是有自豪
感的。”看着充满生机的田野，张国云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文/图

3 月 18 日，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举行。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国网络
视听大会将于今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

从 2013 年起，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已在四川成都成功
举办了10届。10届大会累计举办论坛、沙龙近500场，展
区面积累计超过 5 万平方米，与会机构累计超 16000 家，
参会人员累计超 10 万人次。如今，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全
国网络视听行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盛会。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主题是“极视听 强赋
能”，按照打造“权威发布平台、成果展示平台、行业赋能
平台、大众共享平台”的定位，突出“权威性、引领性、国际
性”，兼顾丰富性和参与性，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富有
成效的行业盛会，引导网络视听全产业链凝聚起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展现网络视听行业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

本届大会将由开幕式、新技术与精品节目展、主论
坛、系列论坛活动以及配套活动 5 部分组成。包括举行

“网络视听精品扶持专项基金”成立仪式、网络视听行业
“创精品、谱新篇”联合宣言发布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 周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启动仪式；围绕“精
品节目”“国际传播”“前沿技术”“视听+”以及“川渝视
听”5 个方面设计内容，多元素、多样态、多方式重点展示
网络视听优秀内容和最新科技发展成果；举办线下网络
视听精品展映活动；发布《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举办“第二届网络视听（成都）影像周”、川渝网
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等活动。

2024 年是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蓉举办的第 11 个年
头。今年在成都举办的各项活动将突出大会“权威性、引
领性、国际性、群众性、丰富性”几大特点，计划组织开展

“创作成就新经典”——第四届成都 So 秀视听产业交流
活动、“此刻即未来”第十届金沙短片竞赛周优秀作品发
布仪式、“寻觅AIGC 引领人工智能”主题交流活动等，多
维构建“成都范儿”视听新格局，多元应用赋能城市产业
发展，赋予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全新的成都元素表达。

其中，作为大会的群众端、市场端重要内容——第二
届网络视听成都映像周，将围绕视听赋能美好生活、视听
赋能文旅文博、视听赋能消费体验、视听赋能城市营销 4
个维度，设计一系列高互动性、强参与性的体验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赋能是本届大会重点关注的五
大议题之一。在今年举办的 39 场主题论坛和发布活动
中，有 9 场技术类活动。这些活动将邀请到头部视听平
台和技术企业负责人，展示多项技术应用成果，集中探讨
技术引领下的内容生产和产业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近日，成
都传媒集团东郊记忆喜剧浓度超标，由单立人喜剧和东
方正火联合主办的“2024 发现喜剧周·成都”正在火热开
演。记者了解到，本届喜剧周将有 20 场喜剧在东郊记
忆·繁星戏剧村陆续与观众见面。据悉，本届喜剧周将持
续至3月24日。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喜剧周结束后，精
彩将继续在东郊记忆延续。4 月 4 日，环境式戏剧《朱莉
小姐》将在东郊记忆·繁星戏剧村与观众见面。

据成都繁星戏剧村制作人王丽扬介绍，《朱莉小姐》
由张肖改编执导，以悬疑与反转为情绪主线，通过紧凑的
剧情安排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剧中主要角色的丰
富经历与成长。“本剧的最大特色在于现场舞美场景的全
新打造。”王丽扬告诉记者，“制作团队通过精心设计和巧
妙布置，将舞台与观众席融为一体，带来了完全不同于镜
框式舞台的深度沉浸感。”这种深度沉浸感从何而来？该
负责人表示，在表演过程中，观众将被分散在戏剧空间之
中，有的置身于“第一现场”，近距离感受角色之间肢体的
碰撞与眼神的交流；有的坐于剧场高处，打开“全景视
角”，冷静地观察演员言语行为与内心情感⋯⋯

“《朱莉小姐》用全新的解构方式，戏剧化地展现了主
要角色的成长，剧情内容既丰富又紧张，悬疑性与戏剧性
兼具，将会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戏剧体验。”王丽扬说，“希
望《朱莉小姐》的上演能为东郊记忆增添更多潮流艺术气
息，为成都线下演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据了解，2023 年 11 月，环境式戏剧《朱莉小姐》在北
京繁星戏剧村上演后，受到众多观众好评。

四川修订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朱莉小姐》4月4日
在成都传媒集团东郊记忆开演文明赏花 共护蓉城最美春色

忙碌在田间地头的七旬农业技术带头人：

“看到农作物增产增收，我很自豪”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28日在蓉启幕

繁华之中赏繁花
一树树泡桐花盛开成都锦江畔

3月18日，成都市区红星桥旁的泡桐花迎风盛开。记者走出红星桥地铁口，来
到锦江河畔，背后是繁华的成都街头，眼前是挂满繁花的泡桐树枝，只见一条“花
瀑”垂向水面，清澈的河水映衬着淡紫色的泡桐花，成为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漫步锦江畔，小花瓣层层叠叠，竞相开放，淡雅清新，前来拍照打卡的市民游
客络绎不绝。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麟潇 摄影报道

3月18日，都江堰天马镇圣
寿社区的一处田间，75岁的张国
云看着长势喜人的川芎，非常欣
慰：“看来今年‘大苗移栽’技术
和去年的试验相比，效果差不
多。”一辈子与农业打交道、现任
都江堰市老科协服务农业工委
主任的他，退休后怀着对农业农
村的情怀，热心服务“三农”工
作，在稻谷、蔬菜、油菜等种植方
面积极培育和推广新品种，积极
探索土地复种利用和提质增效
路径，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
致富积极作为。

幸福成都 美在文明

张国云

（左

）在田间查看川芎生长情况

3 月 18 日，记者获悉，成都市住建局印
发《成都市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
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对小区电动自
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规范》，受托为物业小区提供物业
服务的物业服务人，负责其服务的物业小区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
对电动自行车固定充电设施及消防设施、器
材、消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统一管理。既有物
业小区新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
应当符合应急、消防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和要
求，消防设施设备应设置防火分区、防火隔
离、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配置自动报警、喷

淋、灭火、防排烟、应急照明、防雷接地等装
置，充电设备安装使用及其线路敷设、维护
保养和检测应符合供配电技术标准，统一充
电场所应采用智能充电设备，鼓励电梯轿厢
识别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

《规范》指出，物业服务人应加强对物
业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日常
管理，包括制定并不断完善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管理制度、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纳入日常消防管理和防火巡查，定期组织
开展防火检查，加强夜间防火巡查等。同
时，《规范》对专业运营单位也提出了明确
要求，应选择具备专业管理能力和风险承

担能力的企业，督促其使用符合标准的充
电产品，并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增强事故发
生时的赔付能力，保障业主合法权益，应与
专业运营单位签订责任书，明确双方的安全
管理责任，经常性督促专业运营单位加强对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充电设施检查
维护管理和对驻场人员的培训、落实应急管
理措施，新增的监控设施应当接入物业小区
监控中心。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规范》明确了八类
禁止性行为，依次为严禁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在物业小区停放充电、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备、严禁用电梯轿厢运载电

动自行车、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非规
定区域充电、严禁“飞线充电”、严禁在易燃
品附近充电和严禁长时间充电。

《规范》同时提出，有条件的既有物业小
区可以参照双流区翰林上岛小区人车分流
的做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科学管理，农
民集中居住区、拆迁安置物业小区等其他物
业管理区域，可参照本规范执行。此外，上
述内容如与国家、四川省、成都市出台的电
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管理有关工作
指南、标准规范不一致的，以国家、四川省、
成都市出台的工作指南、标准规范为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长乐

成都规范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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