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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陈秋妤） 7月11日，《天府工匠》大
型技能挑战融媒体节目第三季正式开
启首场录制。

记者了解到，本季节目将正式推
出“OK 计划”，即“Offer+PK”，挑战加
工作，参与企业“设岗”，优秀工匠“出
题”，求职者“挑战”成功后就可得到
Offer。企业可以通过这一计划招到
优秀的工匠和人才，求职者可以通过
自身的实力找到理想的岗位。

录制当天，首场舞台搭建在位于
彭州的“天空之眼”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试验基地，挑战擂台设在无人机实验
场的二号基地草坪上。成都空御科技
有限公司、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

司两家无人机研发制造企业和特锐德
川开电气有限公司、四川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两家大型企业带来了他们精心
准备的题目和岗位，经过初选的 8 名
挑战者进行现场挑战，优胜者将获得
企业职位。

据悉，《天府工匠》第三季除继续
聚焦成渝工匠外，还计划走进长三角
和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合作主题，聚焦
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主导产业以及
算力、AI 等重点产业，展示科技创新
如何推动产业变革，展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风貌。此外，2024 年将进行总
共 10 场外场录制，之后节目将进行演
播室内场拍摄，预计在今年 10 月全网
同步推出。

《天府工匠》第三季开启首场录制

“开展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
合作，关键是建立沟通和联系。”
Mark 说道，国际性的研发机构需
要了解像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正
在进行的创新及发展，成都企业
同时也需要技术、资金等方面的
合作，达成“双向奔赴”的最佳方
式则是通过像他一样的“中间
人”。“这是我的部分职责，帮助迈
科康生物成为一个更加国际化的
企业，促进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和
伙伴关系。”

在 Mark 的推动促进下，2023
年，迈科康生物与盖茨基金会建

立合作，开发一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治疗性疫苗项目。由Mark
促成合作，成都团队领衔研发的
一种针对人类乳头瘤病毒的治疗
性疫苗正处于关键期。“同时，我
们研发生产的疫苗产品，也将从
成都‘出海’，造福全球的患者。”

国际开放合作是高新技术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具
体而言，如何让“中国造”创新药
更好“出海”？这是迈科康生物等
成都创新医药企业的命题。

向外，提前布局。迈科康生
物自建立之日起，就着手协同创

新、开放合作的全球化布局，目
前已在中国成都、上海、杭州和
美国西雅图设有研发中心及商
务团队。

正是得益于这种全球化布
局，迈科康生物自建立之日起，就
有着协同创新、开放合作的“基
因”。“国际性的研发机构需要了解
像成都和其他城市正在进行的创
新及发展，成都企业同时也需要
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合作。”Mark
表示：“我此次再度到访成都，是
为了更好地促进迈科康生物创新
疫苗产品建立国际合作。”

蓉企首席科学家Mark：

牵线搭桥 为成都企业“出海”加速
“开展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合

作，关键是建立沟通和联系，而做
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在国

际上有良好关系的人。”成都迈科康生物首席科学家Mark R. Al-
derson近日在成都接受专访时表示，“创新诞生的关键是合作。”

成都科技型企业想要融入国际化发展浪潮与全球创新网络，
国际科技开放合作是必经之路。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今天，我们一起和这位外国生物医药专家聊
聊他眼中的这座开放之城。

驱车1个多小时，从市区来到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迈科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坐落在其中一栋不起眼的橙色方形建筑
内。楼内空间被有效利用，划分成了多个实验室和办公区。在这
里，我们见到了公司的首席科学家Mark。

事实上，这并不是 Mark 第一
次来成都。此次再访，成都生物
医药产业 10 年间发生的巨大变
化让 Mark 感到十分惊喜。“10 多
年前，迈科康生物所在的生物城
都还不存在。而现在，生物城的
产业园区是如此现代和庞大。”

“成都城市发展可谓是翻天
覆 地 ⋯⋯”城 市 环 境 的 变 化 是
Mark 此次来蓉印象最深刻之处，
尤其是对企业总部所在的天府生
物医药城感到惊叹。

“以我在各个国家的工作经

历来看，生物城是一个世界级的
产业园区。”Mark 感叹道，这里会
有很多像迈科康生物这样的生物
医药企业在成都从 0 开始，一步
步走向世界。“就像我们的疫苗，
从一个科研项目慢慢在成都逐步
成为可用于临床治疗的创新产
品。”言语之间，Mark 眼中闪过对
未来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在 Mark 眼中，成都是一座极
具 创 新 活 力 的 城 市 ，十 分

“City”。“这里有很多新事情正在
发生，有很多年轻人、年轻科学家

生活工作在这里，带给这座城市
朝气和活力。”

从成都“走出去”的同时，迈
科康生物也在以成都为基点，拓
展国际“朋友圈”。当被问及将
如何推介成都，“那就带他们来
看看！”Mark 透露道，下一步企
业将会在成都举办一些国际性
的学术活动、会议，并且邀请生
物医药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来蓉
参会，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了解
成都，感受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澎湃动力。

帮企业搭桥

促成与国外机构合作

与城市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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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R. Alderson
成都迈科康生物首席科学

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免疫学
博士，曾就职于国际非营利性全
球健康组织PATH，疫苗和佐剂领
域工作经验超30年，在创新疫苗
的开发、产业化方面经验丰富。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对
国际合作能为科技企业创新带
来的好处以及如何促进其发展
的看法？

Mark R. Alderson：最 好
的创新来自合作、思想共享和
确定互补专业知识的领域。如
果将同一研究领域、不同国家
的科学家会聚在一起协同攻
关，一定会碰撞出创新的“火
花”，这也将极大地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

记者：您对成都进一步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合作
有什么建议？

Mark R. Alderson：我 认
为要利用现有国际合作关系，
尝试建立新的科技合作关系。
例如，在成都举办一些国际性
的学术活动、会议，让世界各地
的科学家了解成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白洋 文/图

■对话

“Chengdu,beautiful city!”在 蜀 艺
剧场，来自斐济的埃莉诺一边品尝盖
碗茶一边欣赏川剧，看完精彩的演出
后，她由衷地发出如此感叹。在现场，
与她一同观赏演出的还有来自多个国
家的百余名嘉宾。

埃利诺此次来到成都，是陪同其
丈夫参加在成都举行的国际空管协会

（CANSO）亚太地区年会。该会议是
CANSO首次在中国举办的高层次、大
规模活动。7 月 11 日下午，百余名参
会嘉宾和家属到成都文殊坊蜀艺剧
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锦江游
船东门码头等游览，感受这座城市的
文化魅力、发展活力。

一束光、一双手，皮影戏把动物世
界演绎得惟妙惟肖；一团火、一抹脸，精
湛的川剧变脸传递世事无常和人生百
态⋯⋯从歌剧舞蹈、长嘴功夫茶、皮影
戏到空竹杂技、川剧变脸，一个接一个
的节目表演让嘉宾惊叹不已，也深刻体
验到成都的独特文化魅力。

“早就听闻成都是一座非常漂亮、令
人向往的城市，趁丈夫参会的机会，我带
着家人一起来到成都，走下飞机，从机场
到城区的沿途风景和建筑，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好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座美丽而时
尚，充满活力和温馨的城市。”埃莉诺说。

“滚滚”黑白相间，憨态可掬卖萌的
表情惹人爱。走出剧场，国外嘉宾抵达
第二站——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看到各个场馆的大熊猫，他们纷纷
掏出手机隔着玻璃墙与大熊猫合影。

“能够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大熊猫
好开心。”11岁的爱丽丝·坎贝尔跟随参会
的父亲从美国来到成都，走进场馆看见大
熊猫后惊呼不已，再三叮嘱父亲谢恩·坎
贝尔多给她拍些与大熊猫合影的照片。

“成都是中国内地的第三座双国际
机场城市，一座城市拥有双国际机场是
非常棒的，说明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非
常有活力，人文交流很有吸引力，与世
界的物流运输、客流往来、交流合作等
开放交流非常密切。”谢恩·坎贝尔说，
他在民航空管系统工作，深知航空枢纽
与城市发展的关联性，他此行十分关注

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也体验到成都
航空枢纽的便利通达性。

参观大熊猫场馆过程中，看到销售
区摆放着丰富多样的大熊猫文创商品，
嘉宾如同逛超市一样挑选商品。“还可以
刷卡支付，非常方便，这说明了成都的开
放无微不至。”来自挪威的泰里站在收银
台前正准备掏现金出来，工作人员告诉
她也可以刷卡支付。

夜幕降临，夏天的夜晚凉风轻拂，
成都的大街小巷灯火璀璨。百余名国
外嘉宾从熊猫基地赶至位于东门码头
的锦江游船始发地，开启夜游锦江之

旅。夜游船只从东门大桥始发，沿着
锦江朝着廊桥方向缓缓前进，在一阵

“咔嚓”拍摄声中，锦江两岸的迷人夜
景收藏于国外嘉宾的相机中。

“白天的成都繁华热闹，夜晚的成都
美丽迷人。”英国人黛博拉·西默是国际空
管协会的传媒总监，她说此次成都之行给
他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来之前就了解
到成都是一座幸福感非常高、发展非常快
的城市，在成都待的这几天切实感受到了
这座城市的独特迷人之处，既充满了开放
繁荣活力，也具有时尚幸福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吴茜

百余名国外嘉宾漫步成都街头——

“白天的成都繁华热闹，夜晚的成都美丽迷人”

嘉宾一边品尝盖碗茶一边欣赏川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麟潇

胥瑞可

摄

为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培养造就“五个走在前列”高素质干部队伍

紧接 01 版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入
脑入心、见行见效，广大干部对“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认识更加深刻、领悟
更加透彻，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
维护”更加坚定自觉。

坚持“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坚决落实
新思想首课主课、“第一议题”、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等制度，市县两
级每年联动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坚持

“重点群体”系统学习，先后开展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党
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
指示精神集中轮训；坚持“绝大多数”全员
覆盖，线下开展集中培训，线上开展网络
培训，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应训尽训。

围绕中心大局，抓实履职培训，
干部履职提能更加扎实有效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干部教育培
训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五年来，成都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市委部署要
求，深入开展现代化建设履职提能计划，
广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
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持续提升。

坚持重要论述系统学，围绕系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领域的重要论述
精神，开展换届后区（市）县领导班子成
员专题培训，创新开设市管领导干部高
校专题研讨班，市县两级年均开展培训
500余期，培训5万余人次。坚持重大部
署对标学，突出前沿实战，组织领导干部
赴先发地区学习创新做法、实践经验，市
县两级年均开展培训200余期，培训1万
余人次。坚持重点专题集中学，建立领
导干部每月集中学习制度，邀请各领域
优质师资，用好“线下集中学+线上直播

学+课后视频学”广覆盖学习形式，线上
线下平均每期7万余人参训。

深化改革创新，建强矩阵体系，
干部教育培训阵地更加坚实有力

改革创新是干部教育培训的活力源
泉。五年来，成都大力推进干部培训矩阵
建设，为落实基本培训任务、开展新一轮
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坚实支撑。

深化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同期总办
学规模增加 8.7 倍，积极推进“党校+学
院”“党校+基地”融合发展模式，全市党
校“一盘棋”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完善
基层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机构体系，构
建“5+4”基层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格
局，打通了基层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的

“最后一公里”；建强网络培训平台，引
进优质网络培训课程，每年全覆盖开展
全市公务员网络培训。

夯实培训保障，优化教学资源，
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更加优质高效

教学资源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
支撑。五年来，成都坚持教学硬件、软
件一起抓、同提升，全面推进党校系统

“创新工程”，干部教育培训“软件”实
力、供给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出台支持党
校人才队伍建设十条措施，县级党校专
职教师编制数增加 141%，硕士及以上
教师占比大幅提升，全面推行领导干部
上讲台制度，市县两级领导干部年均上

讲台 4000 余人次；在课程体系建设方
面，开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系列课
程，编写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成都实践、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等系列教材。

强化从严管理，完善制度体系，
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更加科学健全

制度是管理的基石，用制度管人、
管事才能管根本、管长远。五年来，成
都制定出台一系列干部教育培训政策
文件，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围绕训前、训中、训后关键环节，出
台组织调训、学时管理、“述学、评学、考
学”等规章制度；围绕党校系统高质量

发展，出台县级党校规范运行办法、深
化县级党校分类建设方案等制度文件；
围绕从严治校、治教、治学，出台学风建
设、学员管理、经费管理等规范文件。

回顾过往，踔厉奋发结出累累硕
果；放眼未来，使命在肩定当笃定前行。

近日，市委组织部印发《成都市干
部教育培训规划（2024—2028 年）》，标
志着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站上新的
起点、踏上新的征程。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成都将
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把
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紧紧围
绕成都现代化建设开展履职能力培训
和知识培训，持续完善高质量干部教育
培训体系，为奋力绘就更加美好的中国
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图景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紧接01版 进一步吸引更多外籍人士
来到成都、融入成都、留在成都，为成
都奋力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
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营造良好氛围。

此次大赛作品投递截止时间为 9
月 6 日；9 月 7 日—13 日专家对作品进
行评审后，于9月20日公布大赛结果，
并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

据介绍，参赛作品内容积极向上，
包括但不限于记录在蓉工作、生活、学
习、休闲、交友等方面的故事和瞬间。
大赛将依据主题表达、创意度、感染力
等标准综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10名。获
奖作品将在“国际蓉”“家在成都”微信

公众号重磅推送，并在市政府外办官
网、市政府外办X海外社交账号，以及
省、市有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需注
意的是，参赛视频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
内，MP4或MOV格式；画质清晰，分辨
率不低于1280×720；不添加任何水印
标记等；需配有中文或英文字幕。

投稿通道及须知：

关注“国际蓉”和“家在成都”微信公
众号，以及成都市政府外办海外社交媒
体X账号@CD_Discovery，获取最新活
动信息。参赛人员需填写报名表，并将
视频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 cdrb0729@
163.com（作品及邮件标题均以“2024短
视频大赛+姓名+国籍”命名）。

@外籍人士 快来分享在成都的幸福生活

紧接01版 重点检查隐患问题整治情
况、预警信息传递应答情况、群众避险
转移安置情况，做到有部署、有落实、
有检查；抓紧抓实末端执行，值班值守
人员要做到重点部位分布、应急处置
流程心中有数，共同把防灾减灾措施
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坚决确保市民
群众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

修建于 2010 年的崇州西河怀远
大桥，承担着川西旅游环线通道、县
域间群众交通通行功能。指挥调度
结束后，王凤朝一行来到这里，沿着
大桥一路前行，实地察看河道水位、
流量及西河河道汛期监测预警、应急
避险工作，详细询问强降雨影响、除
险清患等有关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市级有关部门及属地政府
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

水情变化，做好各类险情应急处置准
备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凤朝强
调，要进一步发挥好联防联控机制作
用，加强部门间、属地间、区域间联防
联动，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区域信息共
享、研判会商，及时掌握气象、雨情、
水情，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增强信
息发布及时性。要科学准确评估风
险，一旦发生险情，要刚性落实“三个
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坚决果断组
织避险，妥善转移安置群众。要加强
特殊条件下的应急演练，组织相关人
员全员参与，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防灾
减灾知识。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
全的前提下，全面提速防汛项目建
设，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副市长吴皓、市政府秘书长戴志勇
等参加上述活动。

毫不松懈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
强化联防联控筑牢防汛“安全堤”

上接01版
就近就便，是社区托育的显著特

点。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成都今
年将新增 1510 个普惠性托位。截至
目前，已完成 4 个项目点、250 个托位
建设、具备入托条件，尚有 24 个项目
点、1260个托位在建设中。”

让大件垃圾“有家可归”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具
的更新换代已常态化，大件垃圾的数
量快速增长，不少市民常常遇到旧家
具等大件垃圾不知如何处置的难题。
于是，市民代表便来到新盛社区和平
苑院落，参观该处大件垃圾投放点的
建设情况。

进入院落，远远地就能看见一个
“大熊猫”，走近一看，原来是社区设置
的大件垃圾投放点，标志标识醒目，还

配置了灭火器等设施设备。院落负责
人向大家介绍了大件垃圾处理的流程：

“我们建立了日常投放管理制度，每月
可以收集约300公斤大件垃圾。居民将
大件垃圾投放到投放点后，由环卫公司
定期清运至肖家河大件垃圾集算点贮
存，再由成都中心城区大件垃圾清运服
务企业清运至中心城区大件垃圾拆解
厂，进行拆解和资源化利用。”

“大件垃圾的处理让居民的生活
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市民代表陈
杰说，“同时应加强宣传教育，尽量让
居民将大件废弃物投放到指定区域，
做到规范投放、及时清理。”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大
件垃圾管理，有利于促进经济循环发
展，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今年，成都将设置居民小区大件
垃圾临时投放点2000个。截至6月底，
已新建改造大件垃圾投放点791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文/图

年内创建6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新增1510个普惠性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