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调理受欢迎
“希望能够多办一些这类活动”

尽管天上飘着小雨，但义诊现场却非常
火热。中医义诊区，不少市民站在崇州市中
医医院诊台前，领取预防流感大锅汤药剂。
一旁的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准备了由灵
芝、党参、枸杞等配制的养生茶发放给来问诊
的群众。

“以后要少熬夜、尽量规律饮食，你身体

现在是亚健康状态，需要慢慢调理。”站在诊
台内，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中医科
主任医师杨婷对患者细心叮嘱道。

来自青海的李女士一直被脱发问题困
扰，这次来成都旅行，正好碰上了义诊，她毫
不犹豫地排在了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四
川省名中医主任中医师陈越峰的诊台前。

“名中医问诊很难得，去挂号还不一定排得
上，没想到从外地来旅游，还能碰上这么好
的机会。”

现场，和李女士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

少数。记者注意到，从义诊开始到结束，四川
省名中医彭晓红的诊台前一直排着长长的
队。厚厚一叠处方笺，结束时只剩下了薄薄
的几张。

家门口解决群众需求
“下乡义诊推动优质医疗下沉”

记者注意到，在2023年新春已经参加过
送医下乡活动的成都肛肠专科医院副院长陈
小朝，这次又带着医院的专家来到了现场。

“今年的规模比2023年的更大，越来越多的医
务人员参与进来，为更多的基层群众提供服
务,真的太好了。”陈小朝感叹。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结直肠病区
主任王蒙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优质医疗资
源不断下沉，基层群众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
好的改善，基层医疗质量不断提升，让很多疾
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解决，“下乡义诊活动对
优质医疗下沉是有推动作用的，希望以后这
样的活动能多办。”

除了问诊以外，多家医疗机构现场提供
的血压血糖检测服务也十分受欢迎。“孃孃，
测出来血糖有点高，你要注意饮食。”崇州市
街子镇卫生院护师杨星宇刚给饶奶奶测完血
糖，马上又叮嘱一旁的饶奶奶，“三月还有一
次免费体检你记得来，我们是你们的‘家庭医
生’，我们就在这里守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实习记
者 陈恬 文/图

专家坐诊 为市民游客现场把脉
2025“万名医护走基层 新春健康送下乡”活动走进街子镇

今日上午，2025“万名医护走基层 新
春健康送下乡”活动第二场将在彭州市丹
景山镇举行。届时，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五
人民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以及彭州
当地医疗机构的专家将来到现场，为群众
提供心血管、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儿科、
妇科、眼耳鼻喉科、皮肤科等专业相关的
义诊服务。

特别提醒

上午9时，崇州市街子镇正淅淅沥沥下着小
雨，但银杏广场上却聚满了人群。“前几天就听说
成都大医院的医生要来，我今天一大早就专门
过来了。”打着伞正在诊台前排队的饶奶奶说。

2月6日，新春伊始，由成都市卫健委和成都
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25“万名医护走基层 新春
健康送下乡”活动在崇州市街子镇启动。现场
共有来自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妇女儿
童中心医院、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成
都肛肠专科医院、崇州市人民医院、崇州市中医
医院等医疗机构的30多名专家义诊，为群众送
上涵盖骨科、中医科、儿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等
多方面专业医疗服务。 专家在现场为群众专家在现场为群众问诊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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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2025年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穿着
花坎肩、拿着手绢扭秧歌，喜感十足。大年
初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在
朋友圈晒出一首学生用 DeepSeek 写的 AI
诗。不可否认，改变已经扑面而来。

除夕夜，成都高新区，一场以“科技让
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科技成果街头秀在
交子大道精彩上演。高达3.6米的沃飞长
空AE200飞机引人注目，20余款“成都造”
机器人纷纷现身。

无论是AE200，还是机器人，都将改变
人们未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也势必
推开更大的机遇之门。

比如，低空经济。据测算，低空经济市
场规模将从2023年的5000亿元迅速攀升，
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2万亿元，成长为
真正的万亿级市场。

再比如，人工智能。2024 年，成都市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已聚集超 1000 家企
业，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增
长约39%。

发展潜力如何激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

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谋划今年经济工作，成都也提出，要深化

改革创新，聚焦国资国企、民营经济、产业园
区、县域经济、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积极谋
划推出一批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的改革
举措，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面对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抓好
“立”与“破”，新赛道上也能跑出加速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喆
图据受访单位 制图 江蕊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记者
6日获悉，近日四川省政府发布了《四川省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统
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探索建立大数据辅助重大行
政决策机制，合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

《规定》还明确，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原则，坚持质量和效率并重，依
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按规定开展宏观
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

决策机关应当根据本年度决策事项的实际情况
对年度目录进行动态调整，于每年12月底前将调整
情况向社会公布，并公开调整后的年度目录。

按照《规定》，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外，决
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类别、影响范
围、社会关注度、实施条件等因素，采取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听证会、座谈会、民意调查、实地走访、书
面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便于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
充分听取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要缩短期限的，最短不
少于7日，并在公开征求意见时予以说明。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规
范专家库运行管理制度，健全专家诚信考核和退出
机制。决策事项的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就业促进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或者引发网络舆情的，应当组织评估决策草案的风
险可控性。评估为低风险的，应当明确防范应对风
险隐患的措施，提出决策可以实施的建议；评估为中
风险的，应当暂缓决策程序，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风险
可控后，提出决策可以实施的建议；评估为高风险
的，应当根据情况向决策机关提出终止决策的建议，
或者调整决策草案，重新履行决策程序。

记者昨日获悉，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观鸟协会等多家单位的专
业人员共同组成调查队伍，于2025年1月5日—15
日开展了第九轮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

据了解，本轮调查的时间安排和技术方法与全国越
冬水鸟同步监测和四川省越冬水鸟调查保持一致，并参
考国家和全省的工作方案设置调查范围，将本轮成都平
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区域限定于狭义成都平原范围。
除部分与国家和全省调查重叠的调查区域外，另有近20
个调查区域为前八轮调查区域的沿袭或优化。

本轮调查涉及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5个
地级市的28个区县，共设置调查单元62个，调查样
点385个，涵盖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和青衣江流
域在平原区的河流、湖泊、水田等各类型湿地。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阙品甲博士
团队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和梳理的初步结果如下：

本次调查共记录野生水鸟69种，74363只，包括
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黑鹳、黑脸琵鹭4种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白额雁、斑头秋沙鸭、鸳鸯、花
脸鸭、白琵鹭、鹮嘴鹬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此外，在绵竹绵远河记录到的普通秧鸡、绵阳
涪江记录到的黑脸琵鹭、成都府河记录到的黄斑苇
鳽、彭州湔江记录到的流苏鹬、德阳绵远河记录到的
姬鹬5种鸟类是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开展9年
来首次记录。至此，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累计
记录水鸟8目17科99种。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图据受访单位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名单，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博物院、四川大
学图书馆以及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上榜。

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为例，该馆在2015年建
成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设有分析检测室、文物拍
摄室、书画修复室、古籍修复室等，2016年建成集对
外展示、互动体验、教学实践为一体的古籍修复展示
馆。近10年来，杜甫草堂博物馆不仅成功修复了本
馆500册（件）珍贵古籍，还积极推广古籍修复技艺，
通过展览、互动体验课程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方式，
提升了古籍的利用率和普及率，未来将继续肩负纸
质文物保护修复职责，推动智慧文博建设，加强国际
合作，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川省图书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单独设立古
籍修复室，专门开展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经过70年
的发展，逐步打造了国家级标准化修复室，并挂牌成立

“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修复的古籍当中，有
入选《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刻本《茶经》、元刻本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明洪武南京刻本《明洪武南
藏》等。值得一提的是，自2021年以来，四川省图书馆
积极参与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并通过“智慧图书
馆知识资源发布系统”为读者提供服务。

四川探索建立
大数据辅助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第二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公布

四川4家单位入选

第九轮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
查结果出炉

5种鸟类首次被记录

首次在绵竹绵远河记录到的普通秧鸡。

春节后复工，企业生产忙。

蛇年首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在干
什么？

实干争先，奋楫笃行。
成都聚焦项目，释放出“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谋未来”的重要信号；上海再提营
商环境，出炉优化营商环境8.0版行动方
案；重庆圈出“六区一高地”的“主战场”，划
定干工作的“主阵地”……

只争朝夕，你追我赶。
广东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浙

江提出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山东
则将“改革创新”4个字在全年置顶……

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汇集“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力量，“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奋进画卷
铺展在神州大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干字
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

“关键要干字当头。”部署今年经济
工作，成都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
干实效”。

全力拼经济，奋战“开门红”。
不负使命和担当，唯有鼓足干劲、

抓紧行动，开好局、起好步，全力跑出发
展加速度。

“春节期间，我们接到了来自全球各地
的订单，已经陆续发货，预计本周内就可以
交付100台左右的机器人。”成都卡诺普机器
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海说。

时间耽误不起，春节后的复工复产计
划，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早就制定好了。春节后开工第一天，公司
主要产线实现正常运行，一周内，所有产线
都会运转起来。

极力抓紧时间，更有“抢跑”的身影。
“这是重点企业急需的产品，必须按时

交付！”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孙廷刚指着车间里的商品向
记者介绍。

正月初四，成都全兴矿泉水业有限公
司一片繁忙。春节是消费旺季，订单量较
日常增加了30%，公司80余名员工开启“三
班倒”模式，全力投入生产。

同一天，成都轨道交通率先实现 5 条
在建线路、5个在建车站复工复产，向年内
高质量开通4条新线全力发起冲刺。

假期还未结束，成都联帮微波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大面积恢复生产。“生产计划已
经排到了7月底，订单还在不断增加，目前
初步统计产值达1.2亿元以上。”公司总经
理王联旭表示。

步履不停，有的是为了响应市场需求，
抢占发展先机；有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
满足百姓期盼。

过节从不是“停摆”的代名词。据初步
统计，春节期间成都加班生产规上企业达
439 户，为一季度“开门红”打下了良好基
础。截至 2 月 5 日，全市已有 3500 户企业
开展复工前准备，预计本周末，成都 4200
户规上企业将实现复工，复工率达到85%
以上。全市 175 个重大项目已复工建设，
95%的项目将在正月十五前复工。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
与时间打交道，成都讲究 8 个字——敏感
敏锐、立说立行。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在“拖
不得”“等不起”的节奏中，成都充满电、起
好步，奋力跑出加速度。

全年经济发展往哪儿走？开年第一个
工作日具有“风向标”的特殊意义。

放眼全国，各地纷纷吹响冲锋号。
按惯例，上海又一次在岁末年初讨论新

一年优化营商环境方向；武汉市领导走访调
研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强调只争朝夕、从
头抓紧……

不难看出，项目企业、营商环境是各地
不谋而合的关注点，也是今年拼经济的关
键点。

同日，成都也释放出重要信号——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谋未来。市委将首场调
研放在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各区（市）县围
绕项目均有动作。

在成都东部新区，2025年一季度产业
园区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举行，26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在成华区，“2025年抓项
目促投资攻坚大会战动员会”举行，提出确
保今年新引进 30 个以上重大产业化项目
的目标……

成都在提“抓项目”的要求时，也再次
强调“服务”——

“各级党委政府要主动服务、靠前解
决企业和项目的具体问题。”“强化能源、
用工等服务保障。”“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
管理服务。”“做优‘有需必应、无事不扰’
服务品牌。”

其实，“服务意识”早已深入“成”心。
去年9月起，成都便常态化开展“进万企、
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工作，确保企业诉
求第一时间研究、第一时间解决。

向时间要效益

争分夺秒地干

向关键要动能

有的放矢地干

向未来要潜力

创新突破地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