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樊兴博 王辉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鄢涛

03
2024年5月29日 星期三要闻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在高新区的道路上，“铁骑队”
并不鲜见，他们在治安巡逻、守护平
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李先赟所
在的“交子铁骑队”，则被赋予了新
的使命。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需
求。“交警在执勤过程中遇到过很
多，几乎都是‘生死时速’的赛跑。”
交警六分局副局长李毅说，以前遇
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通知属地辖
区的警力，由他们进行开道护送，这
样的方式并不是不行，但很可能遇

上特殊情况，比如正在执行其他任
务、对送医路线不熟悉等。另一方
面是警务工作的需要。高新区企业
聚集，商圈众多，人流车流量巨大，
交通管理工作难度和压力较大。两
方面的需求叠加之下，“交子铁骑
队”应运而生，挑选出15名优秀的辅
警作为首批队员。

15 名队员首先要驾驶技术过
硬，由专门的教官进行指导，每周抽
出时间进行针对性的特训；要熟悉
送医的路线，分局专门把从高新区
到市内各大医院的线路进行了规
划，细致到每一个匝道、红绿灯、医
院进出口、抢救室所在的位置，一旦
接到了危重病人，以最快速度、最短

时间将其安全送到；要掌握一定的
急救知识，摩托车后备厢里，常备了
一个医疗箱，里面有剪刀、止血带、
急救毯等；还要会一定的英语，遇到
外国人求助时，能简单交流。

“人民群众的紧急求助警情，是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铁骑队员刘世
桥说，指挥室会立即将指令下达给路
面的铁骑队员，他们将立即行动。在
那一刻，每一个队员都是李先赟。

据了解，“交子铁骑队”成立2个多
月来，已紧急开道 10 次，为群众办好
事、实事25件，同时参与交通事故处
置486起，参与大型安保任务20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文/图

所有剧目免费看 成都市儿童戏剧节“六一”开启

10天内3次开道护送孕妇 被网友起名为“送子交警”

他背后有支与生死竞速的“铁骑队”
10天之内，3位素不相识、羊水破裂的孕妇,竟奇妙地产生了交集。
交集开始于家属的报警求助电话，为她们开道护送，在滚滚车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的，竟是同一位辅警。这位辅警就是李先赟，被大家

叫做“送子交警”，意外走红于网络。为什么3位孕妇都能既快速又平安地被送达医院，仅仅是因为李先赟个人英雄主义般的表现吗？答案是否
定的，仅仅一个他，远远不够。

2022年，成都公安110报警台共受理群众报警570万件，其中群众紧急求助类190万件。当数据扩大至全省，2023年，全省公安110共接报
警情1936万余起，救助服务群众229.8万起。

当上百万件的群众紧急求助类警情浓缩于交通，可以一句话概括为“为生命开道”。而“送子交警”李先赟和他所在的“交子铁骑队”，就是生
命的“开道者”，他们每一次开道护送的背后，既是对生命的拯救，更是彰显了一座城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2024 年 5 月，已经在成都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辅警岗位上工
作了 7 年的李先赟，以他都未曾预料
的方式，在网络上火了一把，登上了微
博同城热搜榜。

5 月 6 日上午，正在执勤的他接到
指挥室指令，需要紧急护送一位羊水
破了的孕妇。在与家属取得联系后，
他们约定在蓝天立交“碰面”。当时正
值早高峰，双方“接上头”后，虽有警用
摩托车开道，但有的私家车可能没有
注意，在发动机的噪声中，李先赟扯开
喉咙喊道，“车让开！车让开！救人！
救人！”⋯⋯在“咆哮式”开道之下，孕
妇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

两天之后的5月8日上午，李先赟
又一次接到类似警情，又是一位羊水
破裂的孕妇需要开道。护送途中，他
再一次开启“咆哮式”喊话，凭借对线
路的熟悉和精湛的驾驶技术，不到 20
分钟，孕妇便被平安送达医院。

第三次开道护送，又是他。5 月
15 日早上 9 时过，李先赟再一次接到
指令，“有位孕妇‘破水’了，需要护送，
赶紧联系。”放下对讲机，他迅速与对
方取得联系，10 分钟后，他第三次把
孕妇平安送到医院。

因为“咆哮式”喊话，网友称赞他，
说最“凶”的话，做最暖的事。

10天内，李先赟先后3次护送孕
妇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有网友给
他起了“送子交警”的名字，称他是
马路上“最可爱的人”，是城市的另
一道最美风景线。

2017 年 10 月，李先赟加入交警
队伍，成为一名辅警。日复一日的坚

守，站岗执勤、道路巡逻，成为他每天
的主要工作。“很庆幸他能在这个岗
位上找到他的一些价值，如果这份工
作能给他带来收获和成长，我会一直
支持他。”李先赟的妻子许女士说，就
像这次送孕妇，她是从微信朋友圈看
到的，他平时都是轻声细语的，第一
次听见他这么霸气的喊话。

10天内3次护送孕妇，在李先赟
看来，既是巧合又不是巧合。巧合
的是，紧急求助的那 3 次，他都正好
在执勤，而紧急求助的地点，又正好

在他执勤的附近，他能以最快的速
度赶到。不是巧合的是，像这样的
紧急护送，仅靠他一个人的临场发
挥是不够的，背后是团队的协作与
日常针对性的专门训练，当然还离
不开沿途司机朋友的配合，主动让
出通道，这几样少了一样都不行。

李先赟背后的“交子铁骑队”显
现出来，他正是其中的十五分之一，

“铁骑队”由 15 名辅警组成，成员平
均年龄 29.7 岁，每人都配备了一台
春风400GT摩托车。

5 月 27 日，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 2023 年度节能减排工作情况的
报告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
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袁华兵
作情况汇报。

根据汇报，2023 年，全省较好地
完成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按全口
径计算，全省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
降 3.5%，达到“十四五”目标进度要
求。全省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物重点
工程累计减排量分别达到 108450 吨、
26836 吨、217293 吨、23620 吨，提前两
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减排目
标任务。

目前，四川省已确定 29 家省级循
环化改造示范园区，有序推进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完成建筑节能改造 1465
万平方米，新建绿色建筑 1.3 亿平方

米，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达
93%，星级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41%，持
续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累计创建
3733个，占城市社区总数的79%，因地
制宜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

据袁华兵介绍，全省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85.8%，PM2.5浓度33.2微
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居全国第 13 位、同比上升 3 位，15 个
重点城市中14个进入全国168城市前
100名。

截至 2023 年底，城市（县城）建成
污水管网3.2万公里，设市城市生活污
水集中收集率达 63%以上。水环境质
量实现历史性突破，全省 203 个国考
断面、142 个省考断面、285 个水功能
区水质首次实现“三个百分之百”达
标，其中国考断面优良率居全国第一，
创历史最好水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5 月 27 日，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四川省政府关于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提
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受省政
府委托，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
翟刚作情况汇报。

据他介绍，2023 年全省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1%，增速居前十经济大
省第 3 位，全部制造业增加值 13259.1
亿元、增长 5.3%，有力支撑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中实现历史性
进位。

2023 年，全省净升规上工业企业
957 户、总数逾 1.8 万户，累计拥有本
土世界 500 强企业 4 户、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 14 户，培育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产品）29 个、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423 家，六大优势产业营业
收入近 6 万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
6.6%。全省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占全社

会研发投入比重提升至 60.3%、提高 8
个百分点，累计创建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37 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6
万家，企业研发活跃度大幅提升，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提升至29.2%。

据了解，2023 年，新增 322 个创新
产品，实施省级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
目 98 个，确定 199 家根植性强的本土

“链主”企业，集聚政策、资源、要素等
手段锻长板、补短板，培育新增长点。

今年，四川省加快培育氢能、卫星
网络、无人机、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等新兴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多技术路线平行探索和交叉融
合，加强应用场景建设和创新应用示
范推广。深入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
五年行动计划，用好财政专项资金支
持政策，全面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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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昨日从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获悉，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印发

《四川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2024
年度修订）》。

此次修订内容主要梳理总结近年
地质灾害防治实践经验和突发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运行状况，有针对性地在
组织体系、工作职责、预警响应、应急
行动等方面对《预案》进行优化调整、
补充完善。

进一步完善突发地质灾害应对
分级。《应急预案》指出，发生特别重
大、重大地质灾害由省政府负责应
对。发生较大和一般地质灾害分别
由事发地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
府负责应对。涉及跨市（州）、县（市、
区）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或者
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
府负责应对；必要时由省地灾指挥部
负责统一响应支援。涉及跨省级行
政区域的，超出省政府应对能力的特
别重大突发地质灾害，报请国家层面
协调支持或组织应对，并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领导、指挥下，组织实
施抢险救援工作。

补充完善分级响应启动条件。《应
急预案》指出，一级应急响应由省地灾
指办提出启动建议，省地灾指挥部报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意。二级应
急响应由省地灾指办提出启动建议，
报指挥长同意，并向省委、省政府报
告。三级应急响应由省地灾指办提出
启动建议，报指挥长同意。

进一步细化预警响应要求。《应急

预案》总结了气象预警实践做法，提
出“气象部门应当提供大范围中长期
预报，加强气象短期预警和小区域短
临预报”的工作要求。为避免基层重
复接收预警信息，逐级提升预警精
度，新增分级预警工作机制，明确省
级预警信息发布到市（州）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和省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市级预警信息发布到县（市、区）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和市级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县级预警信息发布到乡（镇、街
道）村（社区）、地灾隐患点和县级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

在预警信息传递责任方面，新增
各级地灾指挥部成员单位需负责本行
业领域（包括建设工程）的预警信息传
递。企事业单位需负责本系统（包括
工地营地）的预警信息传递。

在省级预警方面，新增会商研判、
调度部署、值班抽查、应急准备等工
作。明确省级Ⅱ级（橙色）预警发布，
省地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或副指挥
长调度预警区市（州），发布Ⅰ级（红
色）预警，由省地灾指办报请省地灾指
挥部指挥长或由常务副指挥长组织召
开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调度会。同时，
细化市级、县级预警响应措施。

在预警机制方面，县级政府组织
乡（镇、街道）、相关行业部门全覆盖开
展辖区预警响应情况核查核实，并运
用回传照片视频、现场核实等手段多
渠道交叉验证，实现闭环管理。相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本系统（包括工地营
地）的预警响应核实验证。省、市相关
行业部门要加强本行业领域（包括在
建工程）预警响应核实验证抽查。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甦） 昨日，四川公安召开“贯彻
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五周年”
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公安机
关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及在
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方面取得的显著
成效。据了解，5 年来，四川公安扫黑
除恶斗争成效名列全国前茅，电信网
络诈骗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
刑事、治安案件连续 6 年下降，连续
10 年未发生一次性死亡 10 人以上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四川各级公安机关不断提升政务
服务能力水平，2019 年至 2023 年，全
省共有610.24万余名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城镇，在户口迁移、新生儿入户、首
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等方面推出“跨省
通办”“省内通办”服务。

2018 年以来，四川公安推出 13
批 105 项公安交管服务措施，全省公
安交管窗口直接服务惠及 2000 余万
群众，提供线上交管服务 4300 万余

次，创新工作举措，实现机动车和驾
驶证牌证补换领、驾驶人考试预约、
驾驶人交通违法处理等 45 项交管业
务“网上办”。

四川公安大力实施省级“科技兴
警 112 示范工程”和“科技兴警 111 人
才计划”，在全省首批评选出 18 个科
技 兴 警 示 范 建 设 单 位 和 示 范 建 设
点。目前，四川公安建成了全省统一
的四川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累
计向各类政务服务提供认证核查服
务 4.1 亿次，向 40 余个政府部门的 70
余 个 业 务 系 统 提 供 各 类 核 查 服 务
10.2 亿次。

据介绍，2019 年以来，全省公安
机关推动建成一站式、一体化、智能化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184 个，配备专职
管理人员 2377 人，全省公安机关 232
个案件管理中心全部实体化运行，推
动基层所队建设标准化案管室 1421
个，完成 1436 个执法办案区升级改造
和182个窗口服务单位规范化改造。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秋妤） 5 月 28 日下午，2024 年成
都市儿童戏剧节新闻通气会在成都市
妇女儿童中心召开，介绍了 2024 年成
都市儿童戏剧节的整体情况和亮点。

据悉，本次儿童戏剧节以“家庭教
育、关爱儿童心理健康、绿色环保”为
主题，将于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举办，主要采用“优秀儿童
剧展演＋成都市中小学校优秀短剧汇

演＋定制儿童剧下乡巡演”的形式，开
展 7 部、共计 28 场的儿童剧演出，并在
实施以上内容的同时举行启动仪式等
配套活动。

此外，活动启动仪式将于 6 月 1 日
下午 14∶30 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剧
场举行并开展《没有角的小犀牛》儿童
剧展演活动。剧目展演主会场为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剧场，汇集省、市专业
院团和中小学校创作生产的 7 部优秀

剧目。
其中环保主题儿童剧《奇幻森林

冒险之旅》将在成都市海选招募小演
员参演，并于 7 月下旬正式演出；儿童
成长心理剧《梦境奇遇》将于 6 月—11
月在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
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区以及金
堂县、大邑县、蒲江县、都江堰市、彭州
市、邛崃市、崇州市、简阳市、成都东部
新区等16个区（市）县开展巡演。

据介绍，以上活动的开展旨在按
照成都市委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和建
设儿童友好城市的要求，以城乡儿童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大力弘扬家庭文明新风，引导儿童
践行绿色环保新理念，促进儿童健康
成长，进一步营造儿童友好良好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所有剧
目展演为公益演出，不对外售票，市民
可通过线上报名进行免费观演预约。

去年全省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5%

去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突破1.8万户

四川公安推进改革强警科技兴警

全省刑事、治安案件连续6年下降

主汛期将至
四川印发新版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28 日，四川省科技厅举行政策解
读会，就 5 月 16 日新修订的《四川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进行全面解读。

新修订的《办法》作了哪些调整？
如何体现让科技工作者更有获得感？
记者在会上获悉，《办法》重点从5个方
面进行了修订，分别是强化奖励导向、
调整奖励对象范围、加大对青年科技
人才的奖励、明确奖励荣誉和奖金享
有机制、规定了奖励活动各主体相应
的法律责任。

青年科技人才
年龄放宽至45岁

据介绍，新修订的《办法》其中明
确提出省科学技术奖应当与国家和本
省重大战略需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紧密结合，加大对自然科学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奖励；
坚持公正性、荣誉性，突出对真正作出
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
的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确奖给哪
些人，奖励对象的范围也从科技工作
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调整为“中国
公民”。

“加大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激励
力度，我们将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
奖年龄修改为不超过 45 周岁，并增加
授奖人数不超过10人。”科技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杨品华介绍道。

针对《办法》这一修订，在西南科
技大学校长黄琦看来十分必要。“通过
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力度，可
以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为四川的
科技创新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不
仅体现了四川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重
视，也有助于推动四川的科技进步，提

升四川在国家乃至全球科技创新竞争
中的地位。”

归个人所有的奖金
不受个人绩效工资总额限制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在有关
“真金白银”支持方面，科技成果完成
人成为奖金分配的主导者。《办法》明
确了奖励荣誉和奖金享有机制，规定
了奖励活动各主体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别是明确了对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荣誉由
完成单位和完成人共享，奖金由完成
人按照贡献大小或者事先协议分配。

其中，归个人所有的省科学技术
奖奖金不受个人绩效工资总额限制，
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还作

了专门规定。其明确提名者、候选者、
评审专家等各奖励活动主体违反规定
的法律责任。“对获奖者剽窃、侵占他
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
果的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已授奖
的项目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杨品华强调道。

谈及未来学校的省科学技术奖申
报工作，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表示，

“新修订的《奖励办法》有一些新的变化，
包括奖励导向、奖励对象和条件等，我们
将及时组织好宣传解读培训和项目申报
组织工作，确保提名项目的质量。”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科技厅还将修改配套文件，建设更加
公开公平公正的科技奖励机制,构建既
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我省省情的
科技奖励体系。同时，积极开展政策解
读，让科技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奖励政
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省科技厅解读新修订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归个人所有的科学技术奖奖金免征个税

“咆哮式”开道
说最“凶”的话
做最暖的事

被称为“送子交警”
10天内3次

既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交子铁骑队”
紧急求助警情

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李先赟所在的“交子铁骑队”

李先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