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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装备跟我走，有人落水！”
昨日上午11时许，成都市公安局东

部新区分局龙泉山灌区派出所值班民
警汪辉著接到警情，三岔湖花岛附近湖
边休闲步道有一男子落水，情况危急。
汪辉著立即叫上辅警汪再阳、余国强，
驱车前往事发地点。

三人驱车到达花岛后，因休闲步
道仅 1 米宽，无法通车，三人选择停车
跑步前进。执法记录仪显示，年近 50
的汪辉著跑在最前面，汪再阳、余国强
紧随其后，狂奔近 1000 米后到达事发
现场，然而，现场的情况却让三人长舒

了一口气——落水男子已被救起。
原来，救人的是游客刘绣军与其朋

友魏南林、罗爽、朱骁。当时，刘绣军和
家人朋友正在三岔湖附近游玩，刘绣军
和朋友带着孩子在三岔湖副坝玩耍，岳
母陈彩华则在附近的休闲步道上散步。

“赶快，赶快，绣军，有人掉湖里了
⋯⋯”据刘绣军回忆，上午11时许，他突
然接到岳母陈彩华打来的电话，电话里
还听见有群众高喊救人的声音。刘绣
军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赶紧朝湖边休
闲步道跑去，刘绣军的朋友魏南林、罗
爽、朱骁也紧跟其后。

四人箭步奔跑 1 公里后，到达男子
落水点附近，只见一名中年男子在湖中
不停地沉浮、挣扎，刘绣军、魏南林迅速
脱下衣服，不顾寒冷的湖水，一个劲地
游向落水男子，最终合力将男子救上了
岸,并将已脱离生命危险的落水男子交
给现场派出所民警和120急救医生。

“谢谢你们见义勇为及时出手相救。”
“应该的，人救回来就好。”
救起落水群众后，面对民警的感

谢和周围群众的赞赏，刘绣军和朋友
们显得非常开心。而刘绣军也是一名
警察，他是彭州市公安局天彭派出所

的副所长。
这场警民同行、双向奔赴共同努力

的成功救援，令人动容，在场群众纷纷
喝彩。据了解，成都市公安局东部新区
分局将为见义勇为人员申报相关奖励，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成都公安供图

错落有致的青砖飞檐，清新古朴的
店招，极具文艺气息的整体风格⋯⋯记
者昨日从郫都区获悉，作为成都“六个一
批”激活提升示范项目之一，郫都区卤味
坊城市更新项目雏形初现，街区面貌焕
然一新，新兴业态陆续入驻。

烟火气回归
老街巷迎来“蝶变新生”

位于卤味坊城市更新项目内的栖影
巷，从前是一条“城中村”小巷，如今已蜕
变成青砖黛瓦、古韵悠悠的新街巷。记
者看到，经过重新规划，老民居的房屋结
构与立面形象得到全面改造，摇身一变
成为适合商业活动的场所。

卤味坊招商工作人员钟大玉表示，
栖影巷改造以“文化”为关键词，市民在
穿街走巷间，可以近距离观赏布制窗棚、
砖石街道、年代感路牌等，仿佛一步穿越
到民国时期，感受那份独特的休闲意趣。

距栖影巷百米之遥，一同打造的卤
味坊特色街区也正式上新。这里地处
望丛西路一侧，原本被称作“冷啖杯一
条街”，虽然美食味道安逸，但环境却不

尽如人意。如今，在保留原有“美食
DNA”的基础上，改造团队将原先分散
的餐饮集中起来，对沿街老楼加以改造
后邀请商户统一入驻，既提升整体档
次，又不失市井气息。小吃、烧烤、中
餐、夜啤酒等一应俱全，一日三餐加夜
宵都被这条街“承包”了。

钟大玉介绍，卤味坊特色街区延续
传统街巷肌理，通过多重手段激活街道空
间，全面提升空间品质和城市界面。规划
的滨水美食组团依托卤味主题餐饮，孵化
培育郫都本土知名品牌，同时引入成都乃
至全国知名企业，共同打造郫都味道美食
集群，为城市商业注入新鲜血液。

滨河休闲新去处
构筑品质生活圈

清明时节，行走在卤味坊特色街区
沱江河畔，树林的幽深与步道的静谧相
得益彰，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新
建的3座桥梁将住宅区与卤味坊商业区
紧密联系在一起，方便市民出行。

为了打造高品质的滨河休闲环境，
卤味坊还对河貌进行精心整改，保留原
有的高大乔木景观，同时点缀以低矮灌
木和花卉，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氛
围。随着河滨的改造，市民的生活也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茶余饭后，大家可以
在河边散步、遛娃、喝盖碗茶，邻里约盘
麻将，或者靠在长凳上打盹，享受那份
难得的悠闲与宁静。

除了滨水休闲空间，新近打造的运
动公园组团还兼顾运动健身和亲子休
闲，整合儿童乐园、运动场域、独栋商业
旗舰等多元场景，落地开放式社交聚
落，打造亲子欢聚幸福街区。

韩雪菲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一 文/图

由成都市新闻出版局指导，成
都日报社、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的成都日报锦观《夜读成都》
青少年朗读活动——第二届“最美
朗读新星”评选活动启动后，受到广
泛关注。

本次活动以“城乡共美”为主
题，联合《苗地》栏目共同面向广
大热爱阅读、朗读的青少年群体
征集朗读音频，用青少年之音，展
现成都城乡共融、文化共享的美
好画卷。

听闻活动启动，周东、陈岳等文
化名人纷纷点赞，赞叹朗读活动持
续举办的意义的同时，也对参与“最
美朗读新星”评选的青少年给出朗
读建议和期待。

周东：
期待把朗读的声音

传得更深、更广

作为成都市全民阅读推广公
益 大 使 ，周 东 不 仅 自 己“ 手 不 释
卷”，还一直致力于全民阅读推广，
专注于成都城市文化挖掘和传播，
将读书与让更多人热爱阅读看作
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去年4月2日，第一届“读成都，
观世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
朗读新星”第二场线下诵读分享会
在周东打造的东周社艺文美空间举
办，周东作为“领诵人”，与众多阅
读、朗诵爱好者在朗读里交流情感，
致敬经典。

周东犹记得，那场活动来者众
多，不少人还在朗诵后抒怀自己从
朗读、阅读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
周东表示，持续举办朗读活动，不仅
在阅读推广传播上是一种创新，还
能够推动成都城乡共融、文化共

享。“今年以‘城乡共美’为主题，把
朗读的声音传到更深、更广的城乡
大地，很有意义！”

陈岳：
期待第二届涌现出

好作品、好苗子

知名少儿节目主持人、成都市
全民阅读推广公益大使陈岳一直致
力于推广国学启蒙教育和经典诵
读，他希望能够引导青少年养成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习惯。

在去年首届“最美朗读新星”
评选活动中，陈岳就曾担任活动嘉
宾，到活动线下诵读分享会与现场
小读者共诵经典。陈岳认为，活动
持续举办将培养更多青少年喜爱
阅读和朗读，进一步推进全民阅
读，非常有意义，“本次活动为青少
年提供了展示才能、交流学习和培
养自信的广阔舞台。我非常期待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看到好作品、好
苗子。”

在陈岳看来，朗读能够培养提
高青少年的专注力，他引用朱熹的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
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
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
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举
例表示，“字字响亮”地大声朗读出
来，可以让青少年集中注意力，“同
时在读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理解
文章的内容，大家对文章的记忆力
也会随之提高。”

陈岳还建议青少年在选择朗读
书目时要兼顾教育意义和兴趣，“要
多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诵读主题，
比如传统中华经典。”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
旺姆 吴雅婷

“雪山警魂”姚建云

2000 年 10 月 2 日下午 2 点 30 分，姚
建云永远闭上了双眼。此时，他差6天才
满27岁。而他心爱的儿子，尚未满月。

姚建云，生前是大邑县公安局西岭
派出所副所长。他的足迹遍及西岭的
山山水水。1998 年 6 月，在一次工作
中，姚建云不慎患上了肝病。不得不住
进县人民医院，后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转
到成都市区的医院治疗。在医院，虽然
妻子谢艳天天陪他，但没等病情彻底好
转，姚建云就要求出院。妻子知道姚建
云的脾气，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临
别，一再叮嘱他要记住吃药。

他和战友一起，从被水浸湿的岌岌
危房里背出老人，又一一搬出老人心爱
的家具；在寒冷刺骨的山里流出来的雪
水中，打捞山民被冲散的几十只山羊；整
夜整夜地巡逻，守护村民的安全。这样
的劳累，健康人都觉得吃力，而姚建云拖
着病体，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坚持着。

直至所上的主要工作基本告一段
落，姚建云才对从县里学习回来的同事
说：“我有点吃不消了，老婆也快生孩子
了，你照看一下所里，我下山去看看。”
姚建云这一走，就走进了医院，走完了
生命的最后旅程，告别了他日夜眷恋的
西岭雪山⋯⋯

2000 年 12 月，姚建云被追授为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如今，姚建
云的儿子姚竣译是成都市都江堰市公
安局的一名民警，父亲的精神时刻激励
着他，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群众。

“雪山卫士”谭东

谭东生前是大邑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西岭执勤组组长。他忠诚人民公安
事业，扎根基层，长年战斗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寒地区。1999 年，他脱下军
装 ，穿 上 警 服 ，成 为 一 名 普 通 民 警 。
2004 年，轮岗到西岭执勤组。他发扬部
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爱岗敬业，勤奋
工作，在历次“严打”整治斗争中，参与
查获报废汽车17辆，挡获各类违法嫌疑

人员 89 人，纠正各类交通违法 5 万余
件。虽然自己双亲长年患病、妻子下岗，
但他毫不犹豫地捐资捐款，帮助多名群
众渡过难关。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他连续 10 多天奋战在抗震救灾一
线。2008年12月29日晚，他抢救落水群
众后患上重感冒，想到临近元旦执勤任
务繁重，他依旧带病坚持工作，后因病情
加重和劳累过度昏倒在工作岗位上，
2009年1月5日，因病抢救无效牺牲在工
作岗位上，终年45岁。

2009 年，谭东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谭东的女儿谭琳琳如
今也是一名警察，在成都市公安局队建
处工作。她说，父亲的精神激励着她在
从警路上一路前行，她将干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无愧警察二字。

“喋血夜鹰”包维超

包维超生前系成都市公安局青白
江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2001 年 3 月 2
日，分局开展代号为“夜鹰”的首次集中
行动。已连续熬了 4 个夜晚，身患感冒
的治安大队民警包维超本来被安排在
单位值班，但他考虑到战友的孩子刚出
生，便主动替下了战友。行动开始，他
主动申请到弥牟镇最偏远、发案率最高
的金光村参加行动。

凌晨3点20分，民警发现4个形迹可
疑人员正手持铁棍等物向埋伏点走来，他
们决定按照既定方案采取行动。4人中
的3人慌忙转身朝东逃去，另1人则向西
逃窜。包维超敏捷地冲在了最前面，距离
歹徒只有5米时，穷凶极恶的歹徒突然掏
枪转身向他射击，包维超左手臂中弹，但
他没有退缩，强忍剧痛迅速又向前冲去，
这时，歹徒手中的枪第二次响起，包维超
胸部中弹倒地，热血喷涌而出⋯⋯

2001年4月，包维超被四川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公安部追授其“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包维超的女儿包欣灵如今是成都市
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的一名民警，父亲是
她的榜样，一身藏蓝，是她无悔的选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成都公安供图

有人落水民警狂奔近千米救人
结果同行先他一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成都共有115名民辅警因公牺牲

街区面貌焕然一新 新兴业态陆续入驻

缅怀英烈功绩、弘扬英烈精神。清明节前夕，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局党委统
一部署，成都公安组织开展以“致敬公安英烈、激发奋进力量”为主题的致敬纪念、
慰问帮扶、学习宣传等系列活动。

和平时期，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新中国成立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共有115名民辅警因公牺牲（辅警10名），其中19名民辅警被评为烈
士（辅警2名）。

谭东、姚建云、包维超、王继承、张圣国⋯⋯他们用生命铸就金色盾牌。

第二届“最美朗读新星”评选活动受关注

周东、陈岳等文化名人点赞

①清明节前夕，成都公安

组织开展祭奠英烈活动

②包维超

③谭东

④姚建云
④④

②② ③③

①①

相关新闻

刘绣军（右）与朋友合力将男子救上岸

位于卤味坊城市更新项目内的栖影巷

上接01版
城镇化基础、发展质量效益稳

步提升，同城化水平加速推进，成都
都市圈高质量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主要体现在成都都
市圈的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
展、空间优化、公服共享等板块提升
显著，协调发展、改革集成、开放共
享稳中有进。

指数还显示，2022 年成都都市
圈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 809.2 亿
元，占 GDP 比重达 3.1%，较 2021 年
分别增长9.4%和0.1%。

“我们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授权专利 340 余项，在水域
特种机器人研发及漂浮物拦截治理
领域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位于德阳
市的东方水利是国家认定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在全国首创研发
“河宝”DF-H系列水上智能清污机
器人，填补了我国应用无人机器人
清理污物的空白。

像这样的“小巨人”企业，2022
年成都都市圈有 244 家，同时还拥
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5733 家，两
者 较 2021 年 分 别 增 长 了 73.1% 、
83.7%。

随着成都都市圈建设走深走
实，成德眉资四市特色优势也愈发
明显。成都引领带动持续增强，龙
头效应日益明显；德阳创新能级显
著提升，外贸经济结构优化；眉山开
放兴市全面提速，民生服务持续提
升；资阳临空经济借势发展，绿色低
碳走在前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鸿
成都地铁供图

领跑中西部 三年起步期建设成效初显

上接01版
这 背 后 包 含 了 多 项 重 大 创

新。“首先，我们以促进牙齿自身组
织再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
治疗理念是颠覆性的；其次，在干
细胞的选择上，经过前期大量的基
础研究，我们发现牙囊干细胞最具
潜力；第三，在治疗方法上，通过新
技术可以实现细胞的精准移植，而
不会影响到机体的全身。”田卫东
介绍道。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世 联 康 健 已
实 现 牙 功 能 组 织 模 块 的 临 床 应
用。就在 2021 年，经国家卫健委
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后，田卫东
带领团队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院启动全球首个牙囊干细胞治疗
牙周病的临床研究。据了解，一
期临床研究已于去年 7 月完成 。
初步数据显示，它对牙周病的治
疗效果是显著的，这也让田卫东
及团队信心大增。

目前，世联康健正全力推动相
关技术应用转化，开展干细胞药物
研发攻关，推动细胞治疗临床转化
应用。

全链条发力
推动细胞药物的研发转化

位于前沿医学中心 E7 栋的世
联康健，细胞制备中心、细胞检测
中心、细胞库一应俱全，已建成全
链条一站式细胞药物研发创新平
台，并获四川省发改委批准，组建

“四川省干细胞创新药物开发工程
研究中心”。

这是开发干细胞药物的必备条
件。“我国已把干细胞治疗确定为药

物属性，细胞制剂药物属于一类
创新药物。同时，它具有特殊性
——由于细胞是活的，因此它在
人体内的评价相对来说就更难，
还要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转化之路。”
田卫东介绍道。

为此，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等多方力量，世联康健建立了四川
省细胞库、细胞生产制备中心及细
胞质量检测与评价中心。该细胞库
可供百万份人存储，是一个包括数
十种科研和临床级干细胞的细胞资
源库，也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获得
国家级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保藏资质
的第三方细胞资源库。

与 此 同 时 ，世 联 康 健 还 建 有
符合 GMP 标准的细胞药物生产制
备厂房，以及可提供百余项细胞
检测服务的第三方质量检测与评
价中心，打通了从细胞存储到细
胞生产再到细胞检测评价的产业
全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以“一库两中
心”为基础，世联康健还搭建了干细
胞技术研究与应用公共技术平台。
田卫东表示：“我们希望打造高标准
的细胞技术与细胞药物研发转化应
用平台，为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业提
供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转化服务，
共同推动细胞药物的研发、转化与
发展。”

“此次通过成都市科技局的重
大成果转化示范项目立项，对我们
也是极大的激励。除了资金支持，
也会让更多社会力量、相关人才关
注我们。”田卫东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
松 文/图

干细胞当“种子”牙周发“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