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价齐升
每亩地增收5000元

“先把它挖出来，再翻晒两天，
就可以装袋运走了⋯⋯”敖平镇凤
泉村种植大户王涛的农田内一片繁
忙，他一边组织着村民采摘，一边指
导着一些技术要点。

王涛这段时间都很兴奋，因为
今年的川芎迎来了量价齐升。王涛
从五六年前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种
植川芎，如今他的种植规模已有 200
亩，今年川芎价格持续上涨，环比涨
幅约为20%。同时，今年的产量有所
增加，增收约10%，“按照目前的市场
价来算一亩地增收 5000 元以上，总
共可以增收 100 多万元！”他开心地
算起了经济账。

最让王涛兴奋的不只是今年的
增收，还有彭州川芎越来越旺的势
头。“现在我们的川芎根本不愁卖，
采摘期很多药企和采购商直接到地
里来驻点收购，大一些的药企更是
直接找上门来要求订单式种植，收
购价格还能比市场价高一些。”王涛
说，“我种植川芎越来越有信心，明
年打算再多租点地来种，扩大我的
种植规模。”

标准带动
敖平川芎获行业认可

在敖平镇，王涛家的川芎丰收
增产并不是个例。据该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全镇约 6 万亩川芎全部
实现丰产，平均每亩增产约10%。目
前至少有超过 20 家大型药企长期定
点收购敖平川芎，包含太极集团、红
日药业、华神集团、亚宝药业、珍宝
岛、吉林敖东药业、康缘药业等企
业，一次性采购量少的四五百吨、多
的一两千吨；新绿色药业等本地企
业更是建有自己的种植园区。此
外，敖平川芎已远销日本、韩国以及
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川芎既被
用作传统药物，又被广泛用作保健
食品。

“品质和品牌都是关键！”说到
彭州川芎缘何如此受青睐，正在地
里收购的新绿色药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敖平镇有近百年的川芎种植历
史，20 世纪 60 年代就成为全国最大
的商品川芎种植基地。近年来，彭
州川芎的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经
检测，敖平川芎的阿魏酸达 2.5%，为
现行国家标准 10 倍以上，并获得了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登记保护
和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称号。

2019 年，四川省开始进行川芎
国际标准立项技术攻坚，由四川、成
都、彭州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技
术团队，高位推进川芎全程标准的
制定完善，包括育苗、种植、采收、加
工、流通以及全产业链等，每个环节
都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规程，最终赢
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一致认
可，“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极大地带
动了敖平川芎品质提升，另一方面

获得了整个国际市场的话语权。”该
负责人表示，“这也意味着今后敖平
川芎还将完全打开川芎出口销路，
迎来更大的发展。”

现代经营
产业链还要做大做强

“光是标准和品质还不够，要形
成产品影响力，我们还要用现代的
经营理念武装，在科技化、规模化、
品牌化等多方面下功夫，不断做大

做强产业链。”据彭州市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9 年敖平镇与什邡市马井
镇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彭什川芎现
代农业产业园，以敖平镇、马井镇为
核心区域，覆盖彭州、什邡两市 5 个
镇、12 个村、约 20 万人，种植面积共
约 10 万亩，年产川芎 3 万吨，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 70%，产值约 10 亿元，每
年 出 口 东 南 亚 、欧 盟 等 地 约 2000
吨。园区建成后，彭什两地川芎销
售实现抱团共赢，近三年商品川芎
销售价已实现稳定翻番。

据悉，未来，敖平镇还将加快建
设产地孵化园区，推进产业集群、集
约、互补发展，布局建设川芎产业发
展促进中心、展示展销中心、仓储物
流中心等功能设施，全面构建支撑
川芎产业发展的大平台。推动川芎

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制剂
研发，开发川芎保健品、功能型食
品、日化产品等健康衍生品，扩大川
芎现代化应用范围，拓宽产业发展
空间。建设川芎文旅康养新场景，
瞄准川芎“康养”“医养”“药养”多种
消费需求，布局中医药文化馆、中医
康养馆、中医药主题民宿等精品项
目，打造“龙门山—湔江河谷中药健
康旅游带”“彭州—什邡川芎大地生
态景观带”等定制康养线路。建成

“川芎+风筝”“川芎+陶艺”“川芎+
花卉”“川芎+白瓷”四大元素融合的
川芎创意文创工坊，为彭州市建成
国内一流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
添彩亮色。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敖平镇供图 制图 申娟子

彭州川芎带来了什么？
成为中医药ISO国际标准制定者

初夏时节，来到彭州和什邡交界的彭什川芎现代产业农业园区，空气中弥漫着川芎的清香。6万

亩川芎丰收了，收购商的货车停在路边，村民们正熟练地在田间采收。

今年3月，以“彭州川芎”为主体制定申报的《中医药-川芎》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核并正

式发布，填补了四川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空白。成为国际标准制定者，彭州川芎将迎来怎样的机

遇？究竟能对当地带来什么？记者日前专程去一探究竟。

一版责任编辑：张道平 编辑：刘平 樊铱明 美术编辑：高超 二版责任编辑：方芳 编辑：王辉 江满 美术编辑：胥建英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2024年5月28日 星期二 要闻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02

5 月 27 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副校长唐庆如郑重地把一块崭新
金色牌匾授递到航空电子电气学院
院长朱新宇手上，牌匾上醒目地标注
着“低空经济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一
串大字。这标志着以低空经济产业
为研究主体的科技创新平台正式亮
相。据悉，这是四川省首个专注于研
究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的高校科
创平台。

从 2021 年 2 月发布的《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提发展低
空经济，到 2024 年低空经济首次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低空经济作为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正 迎 来 全 新 发 展 机
遇，预计产业规模到 2026 年将突破
万亿元。

奔跑于低空经济新赛道，面对即
将上万亿元的产业规模，如何抢占产
业发展高地？

创新是一切发展的活力源泉。
“成立低空经济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将聚力探索低空经济发展中的新理

念、新方法、新模式、新手段、新途
径。”唐庆如说。

在成都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秘
书长、原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院长李辉看来，低空经济是新兴融合
经济形态，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属性，
涉及上游低空研发制造、中游低空飞
行保障、下游低空应用场景等产业领
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创新这篇
大文章。”

据了解，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目前是全球民航飞行员培养规模最

大的高等学府，全民航 70%的飞行
员、80%的机长、90%的功勋飞行员都
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近日，国际民航
组织正式通知接纳中飞院为全球航
空培训升级计划成员，中飞院成为亚
洲地区第一家可以在飞行、机务、空
管等民航专业全领域开展资质培训
的大学。

据中飞院航空电子电气学院院
长朱新宇介绍，此次成立的低空经济
产业创新研究中心，是中飞院建立的
又一个校级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中
心将以产业制度、基础设施、运营管

理及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为研究核心，
围绕低空经济在产业创新和发展中
遇到的瓶颈问题，开展相关基础和应
用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低空经济理
论、产业规章制度及标准，以及无人
机空中交通管理、航道规划、飞行监
视、起降点建设、通信导航、气象监
测、应急保障等应用研究。”朱新宇
称，同时研究中心还在无人机研发、
无人机适航、无人机制造等方面开展
基础研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5 月 27 日，记者获悉，成都未来科
技城首条“社区商业街”已正式亮相开
街。这条“开放、活力、时尚”的社区步
行街集美食、娱乐、休闲、社交等功能
于一体，将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全新消
费体验。

走进街区，一店一招，烟火气与时
尚范相互交融。据悉，福田社区商业
步行街区位于成都未来科技城福田街
道福田兰谷里小区，紧邻中国民用航
空飞行学院天府校区，商业建筑面积
约 1.4 万平方米。街区按照社区住宅
分布形态，沿街两侧打造独立商铺，实
现住宅与商业的相对分离，充分体现
商业与居民的亲和性及商业设施的不

扰民，形成现代化、开放活力的一站式
商业集群街区。

“福田社区商业街高品质规划
打造了丰富的商业业态，目前已在
街区投入运营的商家基本覆盖了全
年龄段的生活与服务需求，将为周
边居民打造一个在家门口就能拥有
购物、社交、文娱等高质量服务体验
的社区商业街区。”未来科技城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福
田社区步行商业街的开街，将推动
成都未来科技城社区商圈集群“多
点开花”，为周边市民提供多元化的
消费新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以 2024 年成都
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成都未来
科技城正以场景营造为着力点，持
续在绛溪门户、国际科教园区、福田
社区步行商业街区开展“公园+美食、
公园+市集、公园+运动、公园+文创、
公园+潮玩”活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

业态丰富的户外休闲、交流、消费新
场景。

此外，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公服
配套设施先行、生态景观先行”原则，
福田、草池、街邻、玉成等社区以“一个
社区就是一个品质生活圈”为着力点，
通过组团嵌入社区综合体、沿街商业
等功能空间，集养老托幼、体育健身、
医疗卫生、购物消费、教育培训为一
体，满足周边居民便利化生活服务需
求，打造形成 15 分钟宜居型慢活邻里
生活服务圈。

下一步，成都未来科技城将持续
激活社区资源，积极引导便民业态合
理布局，鼓励高端商业品牌落户，不断
提升片区综合承载能力，以满足居民
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打造可持续
性的多功能社区，让居民生活更加便
捷、更有温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受访单位供图

烟火气与时尚范 在这条街上交融
成都未来科技城首条“社区商业街”开街

昨日，记者在郫都区郫筒街道北部
新城片区看到，郫都区疾控中心一期迁
址项目大楼已经雏形初现，浅蓝色的玻
璃幕墙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整个建
筑大气漂亮，工人师傅正在进行室内分
区装饰装修工作。

“目前工地上有四五十名工人，室内
装修的墙基已全部完成，进入到天花板
和地面施工阶段。”成都建工集团五公司
项目负责人冉小波告诉记者，此外项目
的道路基层已完成百分之七八十，下周
开始进行绿化栽种乔灌木，整个工程预
计7月中旬完成。

据介绍，作为郫都区重点项目，郫都
区疾控中心一期迁址项目占地面积约
26.5 亩，总建筑面积 18668 平方米，按照

“三级甲等”疾控中心标准建设，一期项
目将于年底投用，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
内开工建设。迁址新建，不仅仅是建筑
面积的增加，功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覆盖疾控机构基本职能的同时还将建
成检验检测中心、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学
术报告中心以及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中心等核心功能区。

“其中实验室总面积 5500 平方米，
包括 10 个 P2 实验室以及 4 个 P2+实验
室，同时还规范设置了独立的病毒和细
菌分子生物学检测实验室，以及 CD4 淋
巴细胞检测、病毒载量检测、病毒培养鉴
定等专业的微生物实验室。”郫都区疾控
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惠说，新址在建设过
程中，还规范设置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室、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室、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室等先进理化检测功能实
验室，满足不同类型的检测需求。

据介绍，建成后的实验室结构布局
更加科学、规范、实用，实验分析环境更
加安全、美观、整洁，从管理上也会更加
智能化、人性化和节能化，投入使用后，
将拓展郫都区疾控中心在饮用水、食品、
职业卫生、病原学、分子生物学检测方面
的能力空间，为郫都区传染病防治、食品
与饮用水安全、职业病防治、公共卫生应
急事件的处置提供更好的科学保障。

王麒翔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一

按照“三级甲等”
疾控中心标准建设

郫都区疾控中心一期
迁址项目年底投用

5 月 25 日，艳阳高照，位于德阳市中
江县的德阳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
投运，该工程是四川今年首个投运的新
建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将有效提升成
都都市圈整体供电能力。

作为成都都市圈重点推进的电力项
目，德阳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也是四
川电网“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工程和四川
电网2024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之一。

工程总投资约6亿元，新建500千伏
变电站 1 座，新装主变压器 2 台，新增变
电容量200万千伏安，新建500千伏输电
线路4回、改接线路2条，组立铁塔48基、
架设500千伏输电线路33.6千米。

工程投运后，四川德阳电网供电能
力将提升至 370 万千瓦。国网德阳供电
公司将负责该站整站设备的变电运维与
监控、信息通信运检、自动化运维以及
35千伏设备变电检修等业务。

国网德阳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德阳南 500 千伏变电站北联德阳谭家湾
500 千伏变电站、南联成都龙王 500 千伏
变电站，是成都立体双环电网的重要节
点，在显著增强德阳主网供电能力的同
时，也将提升成都都市圈整体供电能力。

德阳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的
同时，成都都市圈其他重点推进的电力
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其中，川投集团资阳燃气电站 1 号
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接下来，1 号
机组将进行燃烧调整、涉网等一系列试
验以及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力争早
日实现投产发电。

同时，四川能投德阳（中江）燃气发
电项目也迎来新的进展。

走进四川能投德阳（中江）燃气发电
项目（一期）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
景象。据悉，一期项目投产后每年发电
量将达到3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余万户
家庭全年的生活用电量。

记者了解到，2 组机械通风冷却塔
以及主厂房已经正式完成封顶工作，项
目主厂房等各单体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建筑工程进度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项目
核心的循环水房也正式开始投入建设。

“预计本月水房主体结构施工可完
成。”四川能投德阳（中江）燃气发电有
限公司工程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完成了总工程的
60%左右，预计明年 6 月份，第一台机组
正式发电。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鸿

都市圈多个电力项目
迎来新进展

德阳南500千伏
输变电工程投运

低空经济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