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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记
者昨日从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执法检查座谈会上获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要求，明天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将实地开展
企业国有资产法执法检查，持续到10月底。

为督促企业国有资产法各项规定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实施情况开
展检查。据了解，9月上旬到11月上旬，全国人大
常委会赴黑龙江、上海、安徽等6个省（市）开展实
地检查，同时委托内蒙古、辽宁、四川等 6 个省
（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国有资产法
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本次实地执法检查工作将分成三个组开展，
通过实地检查与委托检查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
修改结合、全面检查与座谈调研结合等多种方式，
全面深入掌握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情况。

据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将根据省内各地企业
国有资产规模、类别等情况，选取省属国有企业、
成都、德阳、绵阳、乐山、雅安等地开展实地检查。
同时，委托自贡、宜宾、泸州、遂宁、达州5个市人
大常委会开展自查，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报
告。此外，还将邀请省直有关部门、部分有代表性
的国有企业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对依法推进国资
国企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检查组将于10月底前
根据执法检查情况以及各方面意见建议形成我省
执法检查报告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凯）
10月9日15时28分，随着启动键按下，2024西昌邛
海湿地马拉松暨跑遍四川（凉山·西昌站）赛事在蓉
发布。记者从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赛事以

“奔跑美丽西昌·追梦五彩凉山”为主题，参赛总规
模超过25000人，分别设置马拉松（42.195公里）、
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欢乐跑（5公里）三个
组别。其中，马拉松 5000 人、半程马拉松 10000
人、欢乐跑10000人，比赛将于11月9日在西昌火
把广场鸣枪开跑，届时CCTV-5将全程直播。

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赛经中国田径协会认
证，由凉山州人民政府主办，凉山州教育和体育
局、西昌市人民政府承办，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
经举办了10年。10年来，“西马”昂扬向上与城市
品质共同蝶变，2014年首次举办即荣获中国田径
协会“铜牌赛事”，并一年一个台阶，成长为今天国
际田联认证的“精英标牌赛事”。

2024 年“西马”规模更大，延伸内容更加丰
富。新赛道起终点为火把广场，依托城市核心道
路，以邛海为中心，自北向南、依2万亩湿地而设，
环34平方公里邛海而建，全面展示西昌的都市风
貌与湿地风光。新赛道约36公里在风景如画的
邛海湿地景区，约6公里在城市景区道路。城际、
葱木、湖边，健儿、暖阳、青山，勾勒出一幅人因景
生动、景因人灵动，水光潋滟、芦苇荡漾、百鸟栖息
的绝美画卷。此外，组委会进一步优化赛道、丰富
功能供给，不断提升赛事品质和参与者体验，“马
拉松+文化展演+互动活动”，通过马拉松推动文
体旅融合发展。

记者从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2024年马拉松
名次奖男、女分别录取前100名，第一名奖金分别
为20000美元。半程马拉松男、女分别录取前100
名，第一名奖金分别为5000美元。设跑遍四川半
程马拉松团体赛名次奖，录取前10名，第一名奖
金为12000元人民币。

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
11月9日鸣枪

金秋十月，成都平原一些地方
的稻谷尚在收割，然而在彭州敖平
镇，这里的稻田又“返青”了。原
来，通过多年的探索，这里的“稻芎
轮作”模式已经成熟并开始大规模
推广，既能保证粮食稳产，又能增
加土地利用率，真正实现了“一田
双收”。

10 月 9 日，当记者走进敖平镇
凤泉村、鹤泉村，整齐连片的稻田犹
如披上了一张绿毯。仔细一看，川
芎的幼苗已经破土而出，长势喜

人。“稻芎轮作每年种植两季，在8月
水稻收割完成后，土地不会闲置，而
是紧接着栽插川芎。”据敖平镇经济
发展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龚航介绍，
今年遇到持续高温天气，如果早早
栽插下去，川芎发芽过快，幼苗易
受灼烧枯死。所以种植户、合作社
都推迟了栽插时间。“这个片区的
早稻是一个月前收割的，直到 9 月
初天气稍微合适了，种植户才陆续
栽插川芎。”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和彭州道地药材，敖平镇的川芎久
负盛名。敖平镇在有效保障粮食稳
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提升耕地容
积率，通过稻芎、稻蔬轮作等粮经复
合模式，大大提高田地效益。目前，
全镇共有 4 万亩田地用于“稻芎轮
作”，按川芎（干货）市场价18元1公
斤计算，每亩收成 300 至 350 公斤，
农户每亩地将增加 5400 元至 6300
元左右收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彭州融媒供图

夏种水稻 冬种药材
4万亩彭州稻芎地又“返青”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将实地开展企业

国有资产法执法检查

部门
回应

均属违规
系运营商深夜上街投放

“一不小心就超出了界限，谁
能想到它是‘价格刺客’！”费力地
推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停靠在
路边，刘女士有些恼怒地告诉记
者，刚骑 5 分钟，共享电动自行车
就自行断电了，无奈之下，她只得
将车推到路边，付了调度费。

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一
不注意就超出，简直是‘捕鼠陷
阱’！”“推车两次，最终回归……”
社交平台上，不少成都网友反映，
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范围划定
毫无规律，调度费价格更是让人难
以接受。

但也有人将共享电动自行车视
为通勤的“必备神器”。有网友发帖
称，自从共享电动自行车“消失”以
后，“几公里的路顿时变得超级不方
便”。一些市民也直言，共享电动自
行车虽然有安全隐患，但的确解决

了实际困难，希望予以保留。
9月底，记者来到成华区枫丹

路附近，随机选取一辆车扫码骑
行，根据页面显示，该平台有明确
的骑行范围，一旦超出界限，将断
电并对用户收取调度费。随后，记
者又尝试登录其他两家平台，平台
页面显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起步价
均为3元/10分钟，超出10分钟后，
均为 1.5 元/10 分钟，而如果超过
骑行范围，则调度费在10元-20元
不等。

此外，不同品牌对骑行范围划
定“各自为政”，乘客稍不注意就会
超过运营范围。记者以市民身份
咨询了3个平台，其中两个平台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范围划定是“公
司规定的”，而其中 1 个平台则向
记者表示，平台范围划定“经过了
有关部门允许”。

有人吐槽被“背刺”
有人视为通勤“神器”

市民
观点

成都市中心的各大地铁口，颜色各异、品牌各异的“共享电马儿”
正在“攻城略地”。上下班高峰期，不少市民选择用它解决出行的“最
后N公里”。但自从共享电动自行车突现成都市中心，与之相伴的争议
就从未停歇。无号牌、半路断电、“天价调度费”、充值后找不到车……
在一片吐槽声中，共享电动自行车却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

今年4月，成都明确不在“5+2”区域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然
而，一些区域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反而加大了投放力度。屡禁不止的

“共享电马儿”背后，不为人知的安全隐患正浮出水面。

不担责的平台方 找不到的出租人
是谁在市中心乱投放共享电马儿？

骑行范围的划定是否真如平
台公司所言，是“经过了有关部门允
许”的？9月26日，记者以市民身份
通过热线联系到成华区住房建设和
交通运输局，该部门回应称：“区住
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前期对该公司
进行约谈，责令其尽快清理在我区
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如逾期不
清理，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会
同相关执法部门对辖区内该品牌共
享电动自行车予以收缴。”

资料显示，今年4月，成都发布
了《成都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
服务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成都

“5+2”区域（即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
侯区、成华区）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正如相关部门所言，按
照现行意见稿，在成都市中心投放
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均不合规。

既然不合规，为何在成都市中

心的大街小巷，共享电动自行车仍
然屡禁不止？10月8日，记者进一
步向上述单位求证，工作人员在电
话中答复记者，目前，共享电动自
行车在成华区均属违规投放，从9
月起，该区相关部门一直在进行处
理，目前已经清理了超10000辆，但
不少企业通常选择在深夜进行投
放，“各个区都在收，但我们一边
清，他们就一边投。”

9月至10月期间，记者通过走
访调查了解到，交通管理部门与运
营商的“你收我投”已是常态。两
个月期间，记者先后在武侯区晋吉
路，成华区建设南路、龙绵街，锦江
区汇源北路附近目睹工作人员成
批量投放车辆。其中一名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投放共享电动自行
车几乎都在深夜，“有的甚至凌晨
三四点出来投。”

那么，全国其他城市如何处理
共享电动自行车发展？记者查询资

料发现，与成都机动车保有量相当
的北京、上海、广州明确提出不鼓励
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杭州官方也
表示将“暂时禁止”其发展。其中，
北京市的“禁令”堪称最严：北京市
明确全市规定禁止投放运营共享电
动自行车。而在机动车保有量和人
口量级更小的合肥、长沙、石家庄等
城市，则针对共享电动自行车推出
了相应的工作方法和规则。

未来，成都市中心的共享电动
自行车究竟何去何从？市民骑行
安全如何保障？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
阳 文/图

10 月 7 日，锦江区攀成钢片
区，约 200 米长的一段路上，零散
停靠有4个品牌，5辆共享电动自
行车。在距此不远的成华区万
年场地铁口，一名小朋友竟骑着
共享电动自行车快速从人群中
穿过。附近的店家告诉记者，在
该片区，共享电动自行车已经出
现了半年多，“平时骑的人挺多
的，大部分是去地铁站。”

仔细观察摆放在路边的共享
电动自行车，虽品牌各异，但车身
均没有悬挂任何车辆牌照。而按
照《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
定，共享电动自行车应当经公安
机关登记，取得非机动车号牌和
行驶证后，方可上路行驶。显然，
这些车辆并不具备上路资格，乘
客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注定要面
临“糊涂账”。

记者登录多个共享电动自行
车平台发现，虽然平台明确规定

“16 岁以上方可使用”，但注册账
号却只需要身份证和姓名。在随
后的电联中，其中一平台客服向

记者表示，这种情况“很难避免，
建议家长加强看管”。

既然有这么多安全隐患，平
台是否有相关措施？如果发生意
外情况，又该如何负责？

记者调查发现，在“龘龘出
行”“亿骑出行”等多个品牌的《用
户协定》中，平台不仅对不规范骑
行申明免责，更是明确宣称：平台
提供的不是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
服务，而是骑行者与出租人的信
息支持。也就是说，一旦由于安
全隐患导致的任何事故和纠纷，
平台均不赔偿。而用户要骑车，
就必须同意以上的条款。值得一
提的是，记者多番寻找平台车辆
的实际出租人，均未找到任何信
息。随后，记者尝试联系了“龘龘
出行”与“亿骑出行”的《用户协
定》落款方卓越（广州）新能源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佳
汇成科技有限公司，前者接了电
话，称号码错误，已离职，不清楚
相关情况，而后者则直接挂断了
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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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号牌 缺管理
平台称不负安全责任

记者
调查

紧接01版 同时还制定了详细的生产计划和应急
预案，全力保障生产的有序进行。”据王浩奇介绍，
在国庆期间，公司管理层也坚守在一线，与工人们
并肩作战，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能源保障到位 助力企业生产

放下手中的工作，高温原料3班组长吴平从
生产线走出来。他告诉记者，在国庆前夕突然听
说来了大订单，他和同事们很快就知道了要加班
这件事。“有订单上门是好事，这是客户对我们产
品的认可。企业订单好，我们员工的收入才会增
加。”他表示，本来打算国庆期间休息一下，但是订
单来了当然是先顾着生产，等生产不那么忙了再
休息也是一样的。在加班生产期间，企业也没有
忽视对员工的关怀。王浩奇介绍，工厂合理安排
工作时间，工人们有加班补助，还可以在月中进行
调休。

全力抓生产，奋战四季度。“公司目前的订单
量十分可观，今年四季度有望实现营收4亿元。”
王浩奇告诉记者，随着四季度的到来，企业拼经
济进入了关键时期。“我们正在全力冲刺最后一
个季度，同时保证完成订单目标，以优质的产品
和高效的服务回馈客户，为成都的经济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希望食品是新津的重点能源保障企
业。新津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定要做好
能源保障，让企业在冲刺全年目标的同时没有后
顾之忧。当前在新津，除了美好食品工厂国庆期
间“不打烊”，当地不少企业也围绕全年生产目标，
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奋战生产一线赶订单，全力以
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呈现出
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势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受访单位供图

签下6000万元大订单
马力全开保交付

9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四
川正加快规范全省门诊慢性病、特殊
疾病（以下简称门诊慢特病）管理，推
进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保障
政策，将长期或终身需要在门诊治疗
的慢性病、重大疾病纳入门诊慢特病
保障范围，切实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
用负担。目前，相关政策正通过省医
保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目前，全省基本医疗保险以市级
统筹为主，各地门诊慢特病政策不
一，病种范围、认定标准不一，影响参
保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此，四川
省医保局起草了规范全省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的征求意
见稿，提出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
病保障政策，实施公平适度的基本医
疗保障政策，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提升制度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进一步
减轻群众门诊医疗费用负担。

征求意见稿提出，全省统一的
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适用于全省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全体参保人员。全省将按
照国家规范化管理要求，对门诊慢
特病病种名称、认定依据、支付范围
及待遇保障等进行规范统一。同

时，还将做好与普通门诊统筹、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单行支付
药品以及原有门诊慢特病相关政策
的衔接实施综合保障。

全省统一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
后，纳入全省基本医保门诊慢特病
管理的病种应满足以下条件：临床
诊断及诊疗方案明确，并且主要治
疗药品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病程较长、对健康损害大、医疗费用
较高、普通门诊统筹难以保障或病
情较重但已过急性期、病情相对稳
定、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疾
病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之间没有
直接因果关系；需要在门诊长期治
疗的其他合理情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四川拟建立统一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

种植户查看川芎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