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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记者在新都区军屯镇东林村
的田间地头看到，农田里一垄垄排列整
齐、连绵成片的火葱长势喜人，一群头
戴草帽、手拿铁铲的村民正忙碌地工作
着，还没走近就闻到空气中飘荡着一股
生葱的辣味。

这幅热火朝天的景象，正是火葱
收割准备送出国的画面。“我们合作社
种的火葱每年出口量大概 2000 吨（400
万斤），通过经销商出口，销往越南、泰
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韩
国等。”成都市昊达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赖先明告诉记者。

军屯镇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村民
种植的农作物基本是以油菜、蒜苗、水
稻等为主。为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
2017 年，军屯镇以党建引领为契机，

引入了成都市昊达农业合作社。通过
引进专业合作社，采取“村集体组织+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火葱
种植产业，打造“火葱种植基地”，建设
集生产、仓储、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牌，用党
建引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
致富。

合作社的参与改变了村里的现状，
合作社流转了村上一千多亩耕地用于
火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村民不仅每
年可以拿到土地租金，还能在合作社劳
动挣钱，一举两得。以前外出务工的村
民纷纷返乡，不少村民在合作社的带领
下也种上了火葱。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新
都融媒供图 火葱种植基地

这个合作社400万斤火葱“出国”

5月7日，2024年“天府粮仓 百县千
片”油菜千亩高产示范片实收测产在邛崃
市高埂街道进行。测产结果显示，油菜亩
产达206.2公斤，较去年增产明显。同日，
在邛崃市固驿街道，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有关专家对邛崃市小麦千亩高产示范
片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
558.7公斤，再创示范片新高。

在高埂街道和平村油菜千亩高产
示范片，成熟的油菜映入眼帘，植株挺
立，菜籽颗粒饱满，轰鸣的收割机来回
穿梭在油菜地里，一行行油菜齐刷刷地

卷入机器，转眼变成黑黝黝的油菜籽。
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选取有代表

性的田块，用久保田联合收割机实收、
LDS-1S电脑谷物水分仪测定水分。实
收面积11.2亩，实收产量2892.7公斤，折
合亩产206.2公斤。

王丹是油菜千亩高产示范片的种
粮大户之一。“今年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油菜品种和技术指
导，去年产量150公斤，今年达到了206
公斤，这个结果非常喜人。”王丹说道。

在位于固驿街道开元村的“天府粮

仓 百县千片”邛崃市小麦千亩高产示
范片，3 台收割机对专家组选定的田块
开展作业。实收面积 10.33 亩，实收产
量 6750 公斤，按标准含水量折合亩产
558.7公斤。

据了解，该示范片通过推广高产抗
病小麦品种川麦104，采用开沟排湿、无
人机直播、增播种量、强化绿色防控全
程机械化生产等配套技术，实现了高产
高效。

赵丹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雨

循环处理后
水质远高于国家标准

来到蒲江县西来镇陈坝村，一个钢
构厂房映入眼帘，这便是成都晟源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外面看上去似乎是一
座现代化工厂，完全想不到竟是一个养
殖基地。

走进工厂，36个圆形的大鱼池整整
齐齐地排列着，中间有一个增氧泵，大
大小小的鱼儿在池里欢快地游动着，一
眼看去，就觉得密度很高，但鱼都很健
康。鱼池间有环境监测系统，上面闪烁

着温度、湿度等实时数据，每个池子里
都有循环水系统和水质监测设备，所有
鱼池全部以水管相连，最后通向养殖区
后面的处理车间。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晟源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带记者走
进处理车间，只见从鱼池里出来的水首
先进入物理处理池，经过沉淀、微孔过
滤、微粒吸附，进入一个巨大的罐子里，

“这里面有一些硝化细菌，可以通过微
生物硝化和蛋白分离，使过滤后的水再
次达到养殖标准，比如亚硝酸盐和氨
氮，国家的养殖标准是不超过3.0毫克/
升，我们处理后的水仅有 0.1 毫克/升，

水质远远高于国家养殖标准。”据介绍，
依托这套系统，养殖工厂的水每天都会
循环 6—7 次，由于水体已实现全部循
环，工厂只需每隔一段时间补充少量水
就可以了，而过滤出来的鱼粪、固态有
机物等，则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柑橘养殖
户作为天然生态有机肥。

36个水池
一年养出28万斤鱼

鱼池间的一块空地上支起了一张
小桌子，上面摆满了工具，几名身着实
验服的研究人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工
作。这几名研究人员来自四川农业大
学动物科技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淞团队。

“工厂化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
高，我们一直在对这一科技成果进行跟踪
监测和完善。”正在对大口黑鲈血液进行
取样的宋凯歌告诉记者，1月份他们来采
过一次样，今天是第二次，7月份还会再来
一次，主要研究内容是工厂化养殖下鱼类
的生长状况，通过监控分析鱼苗最初、中
期及末期的动态变化，为四川渔业工厂化
养殖加快发展提供科研支撑。

据悉，目前共有 36 个养殖圆池，
1500 立方米养殖水体，主养品种为鲈
鱼、马口鱼（俗称桃花鱼）等，年产量约
28万斤，年产值可达300万元以上。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文/图

8日，记者从市委人才办获悉，成都
全市人才事业发展取得新突破，人才总
量截至2023 年达650.77 万人，同比增长
28.45万人，总量居全国第4位。在蓉两
院院士增至36人，连续五年获评“中国最
佳引才城市”，蝉联“魅力中国——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成
都正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人才“磁力”。

精准引才育才留才用才
加速集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我们将公司搬迁到成都的考量，
在于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成都软硬实
力兼备，还有良好的本地化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以及非常市场化专业化的
创投机构。”在 2024“蓉漂杯”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现场，拓及轨
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双
云讲述了他通过“蓉漂杯”大赛与成都
结缘的原因。

落地后，拓及股份为成都带来什
么？张双云表示，从自身业务来看，拓
及股份直接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人。同
时，与西南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成立合资
公司，着眼于国内领先的柔性供电课

题，涉及发明专利20多项。“柔性供电是
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强链补链的重要一
环，未来该公司在助力成都‘建圈强链’
的同时，产品应用后还将助力成都实现

‘双碳’目标。”
不只拓及股份的落地，成都坚持以

赛引才，实现了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快速
增长，2023年举办“蓉漂杯”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 37 场，汇聚高层次人才
1717名，落地项目52个、总投资额46.2亿
元。同时，大力实施“蓉漂计划”“蓉城英
才计划”，新增市级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
1536人、创新创业团队49个。此外，成都
顶尖人才引育也取得突破，新引育海内
外院士32人。

“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人才为重点，成都坚持

‘引、育、留、用’一体发力，以建强战略人
才力量为重点，推动各类优秀人才集聚
成势。”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创新策源
去年新增国家级科创平台7家

在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畔，我国西
部地区唯一建成投运的国家超级计算中

心——国家超算成都中心正在昼夜不停
地为重庆、成都等全国45座城市的创新
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算力支持。

国家超算成都中心所在的成渝（兴
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去年5月揭牌。作
为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内核支撑之一，这里正瞄准战
略高技术开发，打造成渝原始创新集群
和研究基地集中承载地。

与此同时，“国家队”的入场，给成都
带来强劲的创新策源能力。为进一步提
升源头创新能力，四川对标国家实验室，
打造争创国家实验室的“预备队”——天
府实验室。继 2022 年 11 月“组团出道”
后，首批4家天府实验室，包括天府绛溪
实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天府兴隆湖实
验室、天府永兴实验室正聚焦电子信息、
生命科学、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前沿研
究，并陆续迎来新的进展。

成都紧紧围绕“在推进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扎实推进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2023年，成都新增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 7 家、总数达 146 家，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升至第 24 位，成都科创力量蓬勃
生长。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去年8月29日，《成都市人才分类目
录》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这是成都
第一个城市级人才《目录》，它有别于过
去注重“让人才能安居”所出台的具体政
策，旨在构建一个全面而细致的城市人
才系统；它也拓宽了过去较为局限的专
业类别，明确了6大类共224项人才支持
类型，有效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的人才评价机制，面向五湖
四海彰显礼才之心。

今年4月，市科技局等9部门联合印
发《成都市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
实施方案》，以“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
怎么用”为着力点，统筹推进科技成果评
价、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将
坚持系统观念、开放理念，聚焦用人主体
和人才实际需求，围绕向用人主体授权、
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持
续用力，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充分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成都是全国6个林业改革发展
综合试点市之一。随着林业改革
不断深入，集体林权流转规模不
断扩大、方式不断创新，推动了林
业规模化经营，有力地促进了林
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何实现林
权有序自由流转？如何保证林权
流转后，林地使用得当？

5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园
城市局官网获悉，新修订的《成都
市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将从2024年5月30
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共七章五
十二条，包含总则、流转方式与范
围、流转管理、流转双方的权利与
义务、流转支持政策措施、相关责
任、附则等内容。其中提到，集体
林权流转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森林管护、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
治，珍贵、濒危或者具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原
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或者具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野
生植物以及经依法认定和公布的
古树名木的保护义务同时转移。

林权流转
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集体林权流转，是指在不改
变林地所有权及林地用途的前提
下，林权权利人将其拥有的集体
林权依法全部或部分转移给其他
公民、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行为。

《办法》指出，集体林权流转
应当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
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
者阻碍集体林权流转。同时，促
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高森
林质量和效益；保护、培育森林资
源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不损害
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在集体林权流转
后，不得改变林地用途，不得擅自
改变公益林性质和保护等级。

此外，根据《办法》，自留山可
以流转。探索将自留山林地长期
使用权分为使用权和经营权，赋予
经营权流转和融资担保权能；区划
界定为商品林的自留山以转让方
式流转后，自留山性质不再保留。

强化林权流转
抛荒行为监管

在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
面，《办法》提到，流出方在流转有
效期间，尊重流入方的生产经营自
主权，不得干扰其依照合同开展的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督促流入方
履行合同或协议，如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及时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

对于流入方而言，则需要依
法按流转合同约定自主开展林业
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相应经营
收益。并享有在流转期内允许依
法继承；依法取得的林权，可依法
进行再流转，并获得流转收益；依
法以其经营的林地向金融机构融
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的权利。

为强化集体林地资源利用，
《办法》还对林权流转抛荒行为如
何监管作出规定。

据了解，流入方流转宜林地
林权后抛荒 2 年以上，或因流入
方未落实管护措施致使流转的有
林地、灌木林地等连续抛荒 2 年
以上的，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
可督促流入方开展经营活动；对
经督促仍不开展经营活动的，纳
入林权流转失信黑名单，采取限
制其继续流入林权、停止享受林
业优惠政策等调控措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成都市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将于本月底实施

林权流转抛荒行为
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

以赛引才、筑巢引凤……不断提升人才“磁力”

在蓉两院院士36人 人才总量超650万

养殖水全部内循环

一立方米水一年可养出186斤鱼硝化
细菌

一 立 方 米 的
水，一年可以养出
多少鱼？位于蒲江
县的一座现代化养
殖车间给出了答
案：186斤，而且不
用换水！国家的养
殖标准是不超过
3.0 毫克/升，车间
处理后的水仅有
0.1 毫克/升，水质
远远高于国家养殖
标准。

8 日，记者专
程来到这家养殖
场，看看这家神奇
的养殖工厂是怎么
做到的。

油菜小麦亩产创示范片新高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吴茜） 作为2024年中国品
牌日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品牌博览会将于5月10日至
14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展
会将汇集一众国潮好物、老牌国
货、大国重器、特色表演，还有好
吃好喝好逛好玩的美好市集，全
方位展示中国品牌风采。记者5
月8日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四川馆已初步搭建完毕，六大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品牌是重点展示
内容，共有40多种拳头产品亮相。

四川馆展陈的“吸睛”展品，
就是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成果
中的佼佼者。“四川造”高端柔性
屏全球市场占有率近 50%，智能
功率模块年产量世界第三；成都
海威华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氮
化镓微波功率芯片，解决了高端
射频芯片国产化制造难题；国家
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研制的摄像
机，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
产化8K超高清摄像机；自贡硬质
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硬质合金产
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厚普清
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氢气质量
流量计在国产品牌中市场占有率
第一；成都康弘药业集团的康柏
西普眼用注射液，填补了国内眼
底疾病治疗药物空白……拥有类

似“第一”“首个”等标签的产品在
展馆中比比皆是。

“我们通过展陈这些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地标产业和科技含量高、
品质优品牌响的拳头产品，生动反
映了四川深入实施六大优势产业
提质倍增行动取得的成效，勾勒出
工业兴省、制造强省的‘硬核’四川
形象。”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参加中国品牌日活动既能在比拼
中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
升产品品质，也能进一步树立好

“四川造”口碑，助推四川品牌和产
品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据了解，今年除了在地方展
区搭建四川馆外，五粮液、剑南
春、泸州老窖、晓多科技、圭目机
器人、成都美奢锐 6 家川企将在
企业展区参展，铁骑力士、丹丹豆
瓣酱、双迎春酒业、攀枝花攀果发
展有限公司 4 家川企将亮相“美
好市集”，而眉山市将参加“美好
之城”城市品牌展览。

此外，云上2024年中国品牌
博览会将于5月10日正式上线，
常年在线开放。四川同样组织了
企业和产品进行线上展示，通过
丰富的多媒体手段和形式打造品
牌资料库，对四川品牌建设成果
进行全面展示，与全国各省份一
道，共赴永不落幕的品牌盛会。

四川六大优势产业拳头产品
将亮相中国品牌博览会

产销
一体

这几日“中国
大葱韩国进口量
暴 增 760％ 韩 国
人狂啃中国大葱”
的话题成为网友
讨论的热点。漂
洋过海的葱里面，
又怎么少得了咱
们“成都造”的份
儿呢？

优良
品种

风吹麦浪穗飘
香，小麦开镰收割
忙。眼下，正值油
菜和小麦丰收的季
节。2024年“天府
粮仓 百县千片”油
菜千亩高产示范
片、小麦千亩高产
示范片实收测产均
创示范片新高。

研究人员进行采样分析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刘飞）5月8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为支持广大海外留学
人员来蓉创新创业，成都正式启
动2024年度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
动支持计划和留学回国人员科技
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申报工作。

本次申报工作采用线上申报
和提交线下材料相结合的方式，
线上申请截止时间为2024年5月
30日。申报人可登录“四川人社
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留学回国人
员管理服务子系统进行网上申
报。网上申报完成后，申报人下
载打印《四川省留学人员回国创
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或《四川
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
优资助经费申请表》，并按所在单
位属地原则或隶属关系，持相关
申报材料报单位所在区（市）县人
社部门。

对通过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

动支持计划的留学人员创业企
业，按重点类、优秀类、启动类分
别给予每户企业 30 万元、20 万
元、10 万元一次性资助；对通过
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
资助的资助项目，按重点、优秀、
启动三类分别予以 10 万元、5 万
元、3万元资助。

同时，为鼓励申报本次项目
的申报人积极参加 2024 年四川
省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大赛，
符合本次项目申报条件，且进入
2024 年四川省留学回国人员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的项目（团队项
目限为负责人），按照一等奖加5
分、二等奖加3分、三等奖加2分、
入围决赛加1分的方式给予评审
加分。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审核
期间，需要更正或完善信息的，将
直接退回申报人，申报人应尽早
线上申请，及时登录系统查看线
上审核情况，避免影响申报进度。

海外留学人员来蓉创业
最高奖励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