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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升涛）日前，成都高新区红十字
会携手石羊街道红十字会联合府城社
区、成都市急救指挥中心、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开展“守护生
命，志愿同行”——“救在身边”应急救
护急救专题公益培训活动，为凉山州
昭觉县跳坝村的彝族小朋友们送上一
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活动分为理论学习、场景体验和
实操训练 3 个环节。活动开始，市急
救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首先带孩子们
参观了120指挥调度大厅。孩子们认
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了解院前急救
调度流程，学会如何正确拨打120，为
生命争取更多宝贵时间。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
们参观了成都市5G救护车，亲自体验
了救护车上的先进设备，感受到了现

代急救技术的魅力，车内的高科技设
备和专业人员的讲解，让他们深刻感
受到了急救工作的严谨与高效。

最令孩子们激动的环节莫过于急
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医务人员和成
都市“救在身边”医务志愿者的专业指
导下，孩子们学习了止血包扎、心肺复
苏等基本急救技能。他们认真观摩、
积极动手实践，逐一上手练习，零距离
接触“急救”实操，现场活动气氛热
烈。通过反复练习和模拟演练，孩子
们逐渐掌握了急救技能的要领，也更
加坚定了他们在未来能够帮助他人、
自救互救的信心和决心。

成都高新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此次深度参与、沉浸式体验培
训，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急
救技能，还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
自救互救能力。未来将持续开展此类活
动，将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到更多人群，
为构建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趣味活动趣味活动
让幸福接力传递

昨日上午，锦江区“爱在锦江·缘
定今生”七夕活动在锦江河畔甜蜜上
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关注。活动现
场，合江亭婚姻登记处精心布置，入
口、互动、拍照、礼品兑换四大区域，为
新人编织了一场梦幻般的爱情之旅。

步入“爱的创造力”游戏区，新人
们携手完成“囍”字拼图，每一块碎片
的拼接都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幸福密码锁”前，他们智慧碰撞，解
开爱的谜题，仿佛也解锁了彼此心灵
的深处。“真爱宣言墙”上，一句句滚
烫的情话跃然纸上，定格了两人最真
挚的情感瞬间；“幸福接力站”里，传
递的不仅是小小的物件，更是满满的
爱与祝福，让这份甜蜜在人群中不断
延续。

“我们在合江亭婚姻登记处不仅
领了证，还参与了趣味小游戏，特别有
纪念意义，给我们留下了人生中最美
好的记忆！”一对刚刚领到结婚证的新
人挽着手，分享着当天的活动感受。

与此同时，天府农业博览园内，一
场融合自然与浪漫的婚礼盛宴正悄然
绽放。新人们身着礼服，手执鲜花，缓

缓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步都踏着幸
福的节拍。仪式上，新人们郑重宣读结
婚誓词，交换对戒，每一个动作、每一个
眼神都透露出对彼此的深情厚意。他
们用最真挚的语言表达了对彼此的爱
意，新人代表分享了自己甜蜜的爱情故
事，全体新人还共同宣读了《文明婚俗
倡议书》，带头树立文明、节俭、高尚的
婚俗意识。

传统仪式传统仪式
感受“中国式浪漫”

七夕佳节，爱意盈盈，昨日，彭州
市“金玉良缘·彭程万里”集体婚礼活
动在百里一·龙兴集浪漫上演。9对新
人手执喜扇、身着汉服，携手踏上红
毯，完成三拜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中
式婚礼环节，在传统仪式里感受“中国
式浪漫”。

特邀书法家挥毫泼墨，金婚夫妇
深情寄语，为新人撰写并颁发婚书，一
笔一画都蕴含着对新人未来生活的美
好祝愿。婚俗游园会的设置更是别出
心裁，香囊制作、投壶、糖画等传统游
戏让新人与宾客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慈善义卖市集
的设立，将非遗产品转化为爱的传递，
义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实现
了“婚恋+慈善”的温暖融合。一对新
人向记者表示，“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传
统中式的集体婚礼，仪式感满满，很有
意义。”

情诗快闪情诗快闪
来一场爱的告白

昨日，宽窄巷子东广场，停驻了一
辆“诗情话意巴士博物馆”，以情诗快
闪博物馆的形式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
体验。

成都是“浪漫之都”“诗歌之城”，
宽窄巷子深挖传统文化底蕴、精炼城
市特质，在七夕节将一辆双层巴士改
装成以“情诗”为主题的博物馆，力图
通过文字的感染力让更多人去感受
爱、表达爱。七夕节当天的宽窄巷子，
还有将爱情具象化的皮影戏表演、特
制展品和文创作品的展出。驻足在诗
情话意巴士博物馆，既能多角度品味
别人的故事，还能定制一本专属的爱
情诗集，珍藏让自己怦然心动的那些

“情话”。
下午，“爱游宽窄七夕古风情侣互

动巡游”从东广场出发，宽窄巷子仿佛
被赋予了穿越时空的魔力。卓文君与
司马相如、薛涛与元稹、苏东坡与王夫
人，与成都渊源深厚的三对爱侣，在

“蜀宴赋”的精心策划下，穿越时空徜
徉在宽窄巷子，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
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陈泳 余力 文/图 制图 江蕊松

“再来一条！”七八月的成都暑气
旺盛，似火骄阳下，片场的拍摄工作也
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第37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在蓉举行后不久，记者来到
成都影视城，一部古装题材的微短剧
正加紧摄制。据了解，在成都影视城，
今年，像这样在成都影视城开机、摄制
的微短剧就有10部。除此之外，针对

“百花”期间签约的项目，成都影视城
也进入招商引资阶段，正在加快对接
国内各大影视机构、企业。

10余个剧组在影视城开机

在微短剧这一新兴且充满活力的
领域中，成都影视城凭借其深厚的行
业积淀与前瞻性的战略部署，抢占市

场先机。
记者注意到，近日在网络上热播

的微短剧《成年都是戏》剧组也是在成
都影视城（四川传媒学院西校区）完成
拍摄的。据介绍，这是由上海一家公
司投资、校企联合打造的微短剧项目，
导演为四川传媒学院的老师，主演均
是成都在校大学生。而今年，在影视
城开机拍摄的剧组还包括《阳光俱乐
部》《英雄出少年》《赴汤蹈火》《走向大
西南》4部电影或电视剧，《错过的十八
岁》《古代大佬助我逆袭人生》《陆少的
初恋又撒野了》等网络短剧10部。

“今年以来，成都影视城聚焦微短
剧产业发展态势，凭借丰富的场景、利
好的政策以及服务日益完善的影视基
地，不断丰富影视产业业态，吸引了越

来越多影视公司和影视创作者‘落
户’，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作品在这
里诞生。”负责人表示。

正加紧招商引资项目推进

除了正在拍摄的微短剧，借力百花
奖，成都影视城也已经成功签约成都天
府宽窄影视文化项目、中国喜剧梦工厂
等重点产业化及影视剧项目9个，预计
总投资约47亿元。记者了解到，目前，
成都影视城正在对接国内各大影视机
构、企业，积极进行招商引资。

“项目的成功签约，背后是我们前
期大量的沟通与努力，集中展示了产
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成都影视城管委
会主任何玉建告诉记者，“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不仅见到了许多影视界的老
朋友，还结识了众多新朋友，朋友圈因
此而更加宽广。同时，我也从中学到
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何玉建谈道，从项目方向来看，可
以将其大致分为3个类型。首先，是影
视剧的拍摄与制作。“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影视剧项目选择在四川立项、拍摄并
出品，成都这座城市因其独特的魅力而
深受喜爱。”他表示，“其次，我们与业界
巨头合作，共同建设科幻影视基地，这
是我们在科幻影视领域的一次重要布
局。此外，还有像中国喜剧梦工厂这样
的项目，我们与春光好传媒携手合作，
计划投资30亿元打造喜剧综艺品牌，
为观众带来更多欢乐。”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卢星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静宇）昨日上午，我市部分地方
仍出现了分散阵雨，11时气温普遍在
26℃上下。午后个别地方仍有阵雨，
但大部地方逐渐晴朗起来。随着晴朗
回归，连续高温也要来了。

成都市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

预计11日～13日我市天府新区、东部
新区、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
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
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
区、简阳市和金堂县的所有镇（街道）日
最高气温将达到35℃或以上。请注意
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 记者昨日从四川省都江
堰水利发展中心获悉，都江堰灌区防
汛运维物资仓库正式动工建设。作为
都江堰灌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之一，
都江堰灌区防汛运维物资仓库位于龙
泉驿区东安街道东干渠以南，湖岸南
路以北，湖岸东路以东（东安湖旁），占
地面积75.05亩，规划建设防汛运维物
资仓库和室外实训场地两个功能区。

据了解，防汛运维物资仓库具有
堆放防汛物资、安全防护物资、生命救
援物资及后期保障物资等功能；室外
实训场地主要用于大型抢险机械停
放、传统工程技术实训、模拟水利工程
及渠系建筑物技术实训。

为何要建设这样一座综合性仓
库？“这是满足灌区防汛运维抢险的需
要，也是探索‘管养分离’的需要。”省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
南北长约 220 公里，东西宽约 200 公
里。但目前灌区的专用防汛仓库及临
时小型防汛仓库储备硬件设施水平较
低，防汛运维抢险能力不足，再加上灌
区抢险主要集中在汛期，水下作业多、
施工条件差、工作强度大，亟须建设一
支物资储备丰富、抢险手段先进、出战
速度更快的专业抢险队伍，统筹物资、
机具、队伍、调度，提升防汛抢险的专
业化水平。

此次都江堰灌区防汛运维物资
仓库的开工建设就是综合现实需求
后的考量，项目完工后可以全面提升
水利工程建设、水旱灾害防御、灌区
服务能力水平，确保批量汛期物资集
中存储、调配和运输，满足新材料、新
技术的实验、试验及应用，从而进一
步提升都江堰灌区及全省的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

“百花”过后 成都影视城开机忙

日本风景园林设计咨询协会（CLA）
调研成都世园会

高温蓝色预警 11日至13日开启连续高温

都江堰灌区防汛运维物资仓库开工建设

成都高新区

开展“救在身边”应急救护急救专题公益培训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昨日，日本风景园林设计咨询
协会（CLA）一行来到成都世园会主会
场，调研成都世园会规划建设及运营
等情况。

据了解，随着成都世园会成功举
办，成都独特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以及公园城市建设的经验引起
了国际园艺行业的重视和高度肯定。
此前，日本横滨市获得了2027世界园
艺博览会主办权，日本风景园林设计
咨询协会（CLA）此次调研，正是为了
吸取经验，加强交流。

调研中，日本风景园林设计咨询
协会（CLA）一行先后前往成都园、北
京园等展园，并登上锦云楼俯瞰主会
场全貌。随后，他们还体验了变脸等
天府特色文化。

记者注意到，每到一处，日本风景
园林设计咨询协会（CLA）的工作人员
都会详细了解每个展园的设计理念及
建筑特色，看到特别的植物或者精美

的园林设计时，他们会用相机、手机拍
摄下来，并进行讨论。

据悉，本届世园会会期从 4 月 26
日持续到10月28日，全力呈现一届体
现“时代特征、国际水平、中国元素、成
都特色”的高品质园艺博览盛会。

法国蒙彼利埃、英国曼彻斯特、国
际竹藤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园
等国外城市和头部行业协会纷纷参
展，坚持“绿色低碳、节约持续、共享包
容”的理念，共建成 113 个室外展园，
其中国际展园 39 个。除花卉园艺展
览展示外，还将举办各类活动共计
2000 多场次，平均每天多达 10 场，预
计吸引500万人次前来参观。

另悉，成都一体推进“办会、营城、
兴业、惠民”，搭建中欧花卉产业交流
平台，做强花卉科研创新中心，精心组
织国际园艺竞赛、“世园飞花令”等
1000 余场群众活动，城市主题日等
2000余场会期活动，锦云楼等6座核心
场馆会后将全部转为公共服务设施。

昨日是七夕佳节，作为
具有浪漫色彩的中国传统
节日，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爱
情的向往，很多新人都选择
在这个浪漫的日子迈入人
生的下一阶段。

当成都这座最具活力
与幸福感的城市碰上浪漫
七夕，会摩擦出怎样的火
花？近年来，成都多个区
（市）县入选全国、全省婚
俗改革试验区，文明新风
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追求简约而不简单的
婚礼形式，传统礼仪、互动
游戏、单身游园，许多青年
都在蓉城找到了最适合自
己的浪漫。

“我们
自愿结为
夫妻，自今
日始……”

“这份
感动，我们
将永远珍
藏。”

“我们
不仅领了
证，还参与
了趣味小
游戏，特别
有纪念意
义。”

宣读誓言宣读誓言
许下一生承诺

昨日，在武侯区天府芙蓉园那片
洁白无瑕的芙蓉花灯下，颁证大厅简
约中透露出庄重，每一幕都是浪漫
的低语。“我们自愿结为夫妻，自今日
始……”这铿锵誓言在空气中回响，
10 对新人于国徽前庄严宣誓，爱的誓
约深深烙印心间。

“邂逅至相守，情深似海”，身着汉
服的新人们穿梭于精心设计的游戏打
卡点间，从“相遇”至“相传”，每一步都
踏着爱的足迹，将“爱与智慧”的种子
悄然播撒，让它在彼此心田间生根发
芽，直至成长为守护家园的参天大树。

宋女士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她惊
喜于伴侣的小心意，那些满载深情的
礼物与卡片，成为他们爱情中最珍贵
的记忆。“这份感动，我们将永远珍
藏。”她动容地说。

而在金牛区府河摄影公园，另一
场关于爱的盛宴正悄然上演。16对新
人会聚于此，参加集体颁证仪式。红
毯铺就幸福之路，他们携手宣读结婚
誓言，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爱情树下，同心锁紧紧相扣，象征
着爱情的坚不可摧与永恒相连。现场
的游戏互动如“爱情乞巧”“投壶取
币”，不仅增添了乐趣，更让新人们在
欢笑中加深了情感。婚前心理辅导、
健康检查、证件拍摄等一站式服务，全
方位提升了新人的登记体验，让这份
爱的启程更加圆满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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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探索
推动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加快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
产线”，走出一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育人新路径，成都工贸职院还在做更
多探索。胡颖梅表示，这是一条多维
度、立体化的探索之路。

支持工贸中试平台跑出“加速度”，
平台一边在加快培育壮大专职技术经
理人队伍上练好“内功”，一边积极参加
行业研讨会、联合更多在蓉职业院校探
索中试平台建设模式，修好“外功”。

此外，学校还联合四川微电芯通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西部电子
产品中试生产（成都）基地，与四川省
电子学会 SMT/MPT 专委会及其 32
家成员单位共建成立四川电子新工艺
与新材料应用研究院，为先进电子行

业工艺技术革新、新材料新产品应用
性研发提供支持，并可提供“小批量、
多品种”产品测试、试制、验证及工艺
改革服务。

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成都工贸职院还在校内建立了科
教融汇中心，聚焦成都市重点发展的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链
引聚科技创新企业，打通了校企科研
合作与成果转化全链条。

近年来，成都不断加快中试平台布
局建设、完善中试生态，大力推动各类
中试平台发展。对此，胡颖梅表示：“成
都为中试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
支持，我们也希望把职业院校到底怎么
做中试能够探索得更清楚，一边更好地
发挥平台的社会服务效益，一边把职业
教育做好，更好地与企业、产业对接，更
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文/图

院校里的中试平台“试”成跨界多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