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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不多点 食堂不多打 厨房不多做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光盘行动与
垃圾分类和减量
密不可分，光盘

行动是一项从源头减少易腐垃圾产生的环保
活动。近日，成都市郫都区在龙湖蜀新天街举
办“光盘行动新风尚，文明餐桌新时尚”主题宣
传活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践行垃圾源头
减量。

活动中，来自郫都区的20余个亲子家庭与
环保志愿者一起，分成4个小组走进餐饮店，向
经营者普及《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张贴
光盘行动宣传海报，号召大家一起加入光盘行
动中来。同时，他们还提醒餐饮服务经营者要
主动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文明用餐，杜绝食品
浪费。

宣讲结束后，大家集合到广场参加光盘行
动互动游戏。通过环保知识大转盘、垃圾分类
丢沙包等小游戏加深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了
解，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遵循“餐
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的原则，积
极践行光盘行动，树立光盘行动理念，做光盘行
动的实践者、推广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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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敏锐”勇毅担当
守护社会安定有序

建立健全“公安吹哨+政法协调+部
门响应+合力处置”机制，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善基层警务与“微网实格”
融合发展模式，成功调解婚姻、家庭、邻里
等矛盾纠纷38万余件。着眼提升社会治
安掌控力，新增 68 支 PTU 小队全面参与
街面巡防，落实常态“逢疑必查”，拓展“1、
3、5分钟”快反圈，全面强化学校、医院等
重点部位防控。深入开展“净网2024”“护
网 2024”和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等专项行
动，处置违法有害信息2.2万条，侦破网络
犯罪案件1201起，让群众安全感“看得见、
摸得着”。

“创新创造”开拓进取
不断提升新质战斗力

一年来，市公安局将加快提升公安机
关新质战斗力作为“一把手工程”，深化公
安大数据平台建设应用，研发91种城市治
理预警算法，向24个市级部门提供应用支
撑。大力深化公安基层技术革新和科技
创新，刑事科技“物证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检验关键技术”被公安部评为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聚焦“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
完成“十四五”装备重点项目7个，加快推
进市局“六中心一基地”建设，持续完善公
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把基层派出所的

“盾”铸造得更坚固。

“实干实效”精准施治
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024年，全市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现行命案、“两抢”、涉枪案件
保持破案率 100%，成功侦破命案积案 30
件，抓获各类逃犯人数同比上升13%。严
打整治传统盗抢骗、电信网络诈骗、涉黄
涉赌等突出违法犯罪，全市传统盗抢骗案
件发案同比下降47%，涉诈线索惩戒率达
到92%，追赃挽损8700余万元。

“立说立行”革新理念
忠诚履行职责使命

2024 年 10 月 22 日下午，成都市公安
局与市工商联联合召开了一场“畅所欲
言”的警企座谈会，公安机关、工商部门相
关负责人与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交流、一
对一答疑解惑，为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把
脉问诊”。

2024年，成都公安聚焦市委“优化服
务年”部署，出台公安机关服务保障“进万
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和“立园满
园”等系列措施，办好为民实事，在超大城
市转型发展实践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区间贯通、全线电
通……记者 9 日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近
日，成都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及市域
（郊）铁路等7条在建线路建设迎来新进展。

近日，市域（郊）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工程
（以下简称“成德线”）德阳段最大车站——德
阳北站完成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浇筑，标志
着车站较既定工期提前两个月实现主体结构
封顶，全面进入附属结构施工阶段。德阳北
站是成德线的终点站，紧邻高铁德阳站和德
阳汽车站，并与高铁德阳站接驳换乘，车站
结构总长517.15米、标准段宽度23.7米，为
地下两层岛式车站，也是德阳段最大车站。

此外，1月7日，成德线韦家碾站至凤台
三路站区间右线顺利穿越成都市北三环
路，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成德线起于成都地铁1号线韦家碾站，
止于德阳市德阳北站，线路全长约70.87公
里，共设置车站15座。线路建成后将串联
成都市金牛区、新都区，彭州市和广汉市，
德阳经开区、旌阳区等两市多个行政区域，
促进成德眉资一体化发展。截至目前，全
线已有4座地下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封顶，6
座地下车站正在进行基坑和主体结构施
工，10台盾构机累计掘进4600余米，其余3
台盾构机正在进行组装调试。

市域（郊）铁路成都至眉山线工程（以
下简称“成眉线”）同样迎来新进展，1 月 9

日，随着直径 8.23 米的盾构机刀盘破壁而
出，成眉线眉山北站至音乐广场站左线盾
构区间顺利贯通，这是成眉线首个左线贯
通的盾构区间，为后续区间隧道实现全面
贯通实现了良好开局。

成眉线路起于成都天府新区，止于眉山
东坡区，全长约59.139公里，共设置车站13站
（其中高架站8座，地下站5座）。线路建成将
连通成都市和眉山市两座城市主城区，助推
成都都市圈协同发展。截至目前，成眉线全
线3座地下车站主体结构已封顶，4座高架车
站已完成站台层结构施工并具备架桥机通过
条件，2处明挖主体结构已封顶，9台盾构已全
部完成始发，累计掘进7000余米。

近日，伴随着变压器启动的嗡鸣声，成都
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高洪站变电所成功受
电，标志着17号线二期工程全线电通，为后期
机电及系统工程调试提供了稳定电源，也为
加速推进站后工程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17号线二期14列电客车也已全
部抵达五桐庙车辆段，筹备工作进入到段
调试阶段。

截至目前，10号线三期、17号线二期、
30号线一期、13号线一期全线车站已封顶，
18号线三期4座车站已封顶、1座车站正在
进行土方及围护桩施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成都轨道集团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
静宇） 最近，“俄罗斯商品馆”这类店铺在
全国各地街头涌现，相关问题引发热议
——俄罗斯商品馆部分商品并非“俄品”。
他们是不是在“打擦边球”“以假乱真”，涉
嫌虚假宣传？昨日，记者采访成都市市场
监管局了解到，去年12月以来，成都市市场
监管部门已针对市民关注的“俄罗斯商品
馆”有关问题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核查“俄罗斯
商品馆”经营资质、产品来源、是否存在虚
假宣传、进口商品的标签标识等问题。经

排查，成都市内目前有俄罗斯商品馆共计
72家（其中中心城区42家），主要经营有食
品及洗化用品，其中，食品类包括但不限于
俄罗斯进口食品、俄罗斯风味的国产食品、
俄罗斯公司委托我国企业生产的食品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商家进口商
品索证索票不齐等问题，执法人员已现场
要求立即整改；个别商家现场未能提供备
案证明，执法人员已立即责令当事人限期
改正；个别商家食品临时库房无三防措
施，执法人员已督促其立即整改。其中 2
家经营者涉嫌经营无中文标签的食品，执

法人员现场对涉嫌违法产品进行了扣押
并立案查处。

“接下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所
在辖区市场监管局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继
续整改落实到位，如有违法行为及时立案
查处。”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将持
续加强对有关经营者的日常监管，督促指
导辖区内“俄罗斯商品馆”合法经营，做好
索证索票，确保商品来源合法正规，规范商
品摆放，不得故意误导消费者将非进口商
品宣传为进口商品，依法诚信经营，营造放
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幸
福
蓉
城
的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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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规定时间
不晚于规定时间3分钟到站时间准点公交

“我和老伴儿每天都坐 T21 送孙女去
学校，在家里看着时间，掐着点下去就能坐
公交车了。”“自从T103B改为准点公交后，
每天上下班都可以看着时间上车了。”……

准时到达、准点服务……记者昨日获
悉，四川天府新区在 T132、T103、T321、
T323、T217等25条线路新推行“准点公交”
运营模式。由此，天府新区“准点公交”数
量总数达到48条。

据了解，天府新区“准点公交”覆盖新
区多个街道，辐射新兴工业园、成都科学城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保
税物流中心等园区，服务天府新区正兴中
学、太平小学、籍田中学等22个学校，线路
中途站点到站准点率从之前的约60%提升
至 86% ，准 点 公 交 线 路 人 次 平 均 增 幅
5.52%，车公里人次平均提升1.05%。

四川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准点公

交车辆在保证始发站准时发班的同时，将准
时到站尽可能均匀扩展到线路各站点，精准
有效解决市民等车“痛点”，实现从“赶公交”

“等公交”到“准点上车”“掐点乘车”的出行
体验，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

天府新区准点公交有何特点？据介
绍，准点公交线路长度小于15公里、高峰发
车间隔大于15分钟，平峰发车间隔大于20
分钟、道路拥堵路段不超过全线路10%；准
点公交的开行方式分为全线准点（线路所
有站点均准点）、分时段准点（例如非高峰
时段、非逢场时段）、两端准点3种形式（起
讫点非拥堵路段准点）；根据市民上班、赶
集等需求设置发车时间，车辆按照公布的
到站时间准点到达，车辆到站时间不早于
规定时间，不晚于规定时间3分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天府公交公司供图

在家看着表
掐点坐公交

四川天府新区“上新”25条准点公交线路

7条在建轨道交通线路迎来新进展

成都核查72家“俄罗斯商品馆”

敬
致 2024 年 岁

末，成都市连续
16年登上“最具
幸福感城市”榜
首。寻根溯源，
只因幸福持续在
线、平安从不缺
席。今天是第五
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跟随记者走
进 我 市 公 安 系
统，感受往昔峥
嵘岁月与荣光。

去年，成都
市公安局2次被
公安部荣记集体
一等功，也是连
续6年被公安部
荣 记 集 体 一 等
功；7 个集体被
公 安 部 记 一 等
功、1 个集体被
省委省政府记一
等功，2 名民警
获评全国公安系
统 二 级 英 模 ，
8719 人次受到
各级各类表彰奖
励；成都市违法
犯罪警情连续9
年保持下降，刑
事案件发案数同
比下降 27%……
一连串亮眼的数
字和成绩，见证
了 成 都 公 安 在
2024 年 时 光 轴
上的实干奋斗和
不凡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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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果蔬
直通车

顺圣路公交站——官塘和院1站

鹿溪口公交站——蜡梓路

籍田汽车站——天府大道口

籍田汽车站——五圣村

丹土村公交站——明水村

丹土村公交站——青龙堰

简华村——白沙污水处理厂

合江公交站——合江公交站

合江公交站——太平客运站

合江公交站——三星桥

合江公交站——三峨湖村

四川省肿瘤医院天府院区——
四川省肿瘤医院天府院区

老南天寺——永兴小学

籍田汽车站——地铁西博城（C口）

大林公交站——籍田汽车站

大林公交站——地铁兴隆湖站

大林公交站——刘家石场

大林公交站——小堰沟村

华阳客运站——大林公交站

川心村村委会——白沙污水处理厂

川心村五组——白沙污水处理厂

合江公交站——煎茶街道

合江公交站——丹景山村委会

太平客运站——桃源村

地铁华府大道站——太平市场

成德线
盾构完成成都三环路穿越轨道交通 成眉线

首个盾构区间左线贯通
17号线
二期全线电通

成
眉
线
岷
江
特
大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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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落地见效，“一体化”发展。5年来，川渝两

省市共同制定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工业
互联网等重点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实施方案，
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集聚规上企业
超2000家。

重庆潼南区，冬日暖阳下，大地升辉蔬菜专
业合作社的萝卜白胖白胖。负责人刘世平正带
着菜农采收、清洗、分拣、装车，“各地统一标准
种植，产量品质双提升。”

一筐菜“链”动一大片，12万亩的“渝遂绵优
质蔬菜生产带”辐射带动乡镇70余个，年产值近
20亿元。目前，成渝两地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31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25个。

“建基地、强链条、聚要素，高效分工、错位
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
成渝地区加快形成。”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高
健表示。

重大项目互联互通
携手打造开放高地

变电站内，工作人员一早忙着巡检。抬眼
远眺，沃野之上，银龙伏卧——

2024年12月27日，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
流输电工程、国家电网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工
程投运。电力“蜀道”每年最大可向川渝地区投
送清洁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近1000万户
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工程提高了川渝电网跨省跨区互联互济能
力，服务双城经济圈整体电力保障。”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处副处长陈进说。

川渝携手，基础设施网络不断织密。成渝
中线、成达万、渝西、渝万等高铁提速建设；川渝
间在建和已建成高速公路通道达21条；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建设加快推进……“外联”“内畅”双
管齐下。

拓展通道、提升能级，站在新起点上的川
渝，正聚力打造开放高地。

龙门吊装卸繁忙，货车来往穿梭；码头外，
长江上百舸争流……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长
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此贯通，30%的
出口货物来自四川等周边地区；300公里外，成
都龙泉驿，果园港无水港正加紧建设，建成后可
让成都地区货物到达上海的时间缩短8天。

铁路铺就“五线谱”，中欧班列（成渝）犹如
跃动音符。川渝两地携手铁路部门，建立起重
庆、成都、国铁集团三方联席机制，实现价格、规
模、政策“三协同”和品牌运营、协商机制等“五
统一”，助力中欧班列（成渝）实现开行量最多、
运输货值最高。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巴适”生活便利可达

3分钟，重庆市民就能在成都异地查询社保。
在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重庆人

余林正与老家工作人员连线，“以前必须得回去
一趟，现如今几分钟就办好了！”

一个窗口，两地通办。2024年5月，成都高新
区与重庆高新区联合推出“虚拟综窗”远程帮办服
务。“我们已实现210项单事项和62项‘一件事’互
办。”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洋介绍。

共建共享，不断升级。5年来，川渝联合确
定 4 批共 355 项企业、群众高频事项跨省域办
理，推行“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等多种服
务模式。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成都市
民张靖掏出手机，打开电子健康卡，顺畅挂号、
检查、就医。截至目前，川渝已有935家医院、
161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超2300家医疗机构
实现川渝电子健康卡“扫码就医”。

双城生活，愈发便利。成渝日均开行动车
组102对，每天有超过13万人次搭乘高铁往返
两地；川渝实现公租房“互保”居民超5万户，住
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互认互提……

“2025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实施的收官之年，我们将深化双核联
动、两翼协同，聚力推进成渝地区协调发展，更
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代永波说。

原载《人民日报》（2025年1月9日第01版）

共同唱好
新时代成渝“双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