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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赓续·2025·清明祭英
烈”暨主题党日活动在成都市烈士陵
园举行。全市千余名社会各界干部
群众及军人、学生，肃立在人民英雄
纪念碑前，深切缅怀为争取民族独立
解放、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而献
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4 月 3 日，在成都市烈士陵园，

“方寸‘邮’丹心 蓉情‘寄’英烈”主
题纪念邮票摆件赠送活动传递对
英烈的追思与对烈属的关怀。活
动邀请烈属代表、红领巾讲解员及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职工参与，通过
敬献花篮、默哀致敬、参观烈士纪
念馆等，重温英雄事迹。在活动
中，红领巾讲解员朗诵从5000余封

青少年投稿中精选的《致烈士的
信》，字里行间都是他们真切浓厚的
敬意，让不少烈属潸然泪下。现场
工作人员还向烈属赠送寓意深远的
定制邮票摆件。

清明节前夕，“清明祭英烈 吾
辈当自强”青羊区第三届“蓉城红
领巾先锋岗”启动仪式在十二桥烈
士墓举行，活动通过校外辅导员讲
述烈士事迹、红领巾讲解员动情演
说、敬献鲜花、重温誓词等形式，表

达对十二桥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
高敬意。

此外，成都高新区各中小学校、
各街道以清明节为契机，创新开展
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活动。“红色印
象剧场”别具匠心，学生自编自演

《小英雄雨来》情景剧，将童谣、快板
等艺术形式融入其中。同时，活动
联动成都规划馆4D影院和“城市记
忆”展区，让青少年在科技光影中触
摸历史脉搏。

4 月 3 日记者获悉，省商务厅等
9 部门印发《四川省推动汽车后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并明确将着力
破除限制汽车后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省汽车保
有量突破1850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超过400万辆、汽车后市场规模达到
7000亿元。

什么是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
包括二手车交易、维修保养、配件用
品、回收利用等全过程，是汽车消费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2024 年全
省汽车保有量 1623 万辆、居全国第 7
位、同比增长5.3%，其中成都汽车保有
量全国第一、近700万辆，二手车销售、
动力电池等产业辐射整个西部市场。

“汽车+产业”全链提升方面，《实
施方案》从推动汽车制造向零部件及
其再生利用两端拓展角度，提出发展
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完善回收利用体
系，拓展汽车整零协同空间等。

例如，在发展动力电池全价值链方

面，将支持电池头部企业迭代升级锂电
池产品，发展钒液流、钠离子、氢燃料等
新型储能技术，加速固态电池技术创新
及产业化应用。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跨区域协同共建
全省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

“汽车+消费”场景建设方面，《实施
方案》提出要促进二手汽车高效流通，培
育发展汽车赛事活动，建设汽车自驾旅
居场景，增强汽车文化体验供给等。

例如，促进二手汽车高效流通，将

引导个体经纪向经销企业转型，鼓励
二手车交易市场完善鉴定评估、检测
整备、转移登记等全流程服务，构建

“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模式。
《实施方案》针对汽车后市场消费

体验，将支持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导入
国内外知名品牌赛事资源，广泛开展
拉力赛、耐力赛、漂移赛等汽车竞技赛
事；因地制宜发展自驾车旅居车露营
集结赛、卡丁车初级赛等群众性汽车
赛事活动。沿“大蜀道”文化旅游走廊
和国道 318/317 旅游景观道等建自驾
车旅居车露营地，并布局完善汽车影
院、汽车餐厅、汽车酒店等多元化业态
和设施，满足居民汽车休闲娱乐需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嘉） 记者昨日从省文旅厅获
悉，2025 年清明假期第一天，全省纳
入统计的 886 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 351.3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
入 2795.42 万元，与 2024 年清明节假
期同口径相比，分别上升 13.18%、
13.94%，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当天累计接待群众40.89万人次。

我省各地推出“芳菲雁江·温泉

康养”“柠香安岳·石窟花海”“春韵
乐至·农耕野趣”等精品线路。成都
举办“2025 都江堰放水节”、“花舞
人间第十八届杜鹃花节”、第 271 届
元通清明春台会、鹿鸣春涧·悠游
绿野 2025 年白鹿音乐旅游景区春
日踏青。雅安举办 318 自驾大本营

“ 踏 青 寻 春·以 乐 寄 情 ”音 乐 派 对
等，在传统的踏青郊游上增加丰富
的活动元素。

走上安公社区菜蔬新居小区的楼顶，呈现于
眼前的是一幕幕“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在1100
平方米的空中花园，一眼望去绿草如茵，几位居民
正围坐在伞下闲话家常，其乐融融，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据该社区党委书记张彪介绍，“过去，
社区拆迁遗留、老旧院落管理等问题重重，商品房
物业矛盾纠纷问题层出不穷，社区党委积极构筑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实现由乱到治、由
治至兴的转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社区。”安
公社区的蜕变是近年来成都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一个缩影，带给群众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幸福。

面对人口高度聚集、利益诉求多元、要素结构
复杂等城市治理的现实挑战，成都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基层治理等重要
论述，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突破口，打造党
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着力推进
有机城市、幸福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平安城
市建设，推动创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以
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核多元拧成治理“一股绳”

在成华区保和街道辖区内，东客站交通枢纽、
医养机构、综合商圈等资源富集，街道有关负责人
说，“压实党组织责任的同时，也要把辖区各类资
源力量都撬动起来加入其中。”于是，保和街道搭
建“蜂巢联盟”区域化党建联建平台，参与院落改
造、居家养老等“微治理”“微更新”项目，切实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据了解，成都市强化党委统筹，在市县两级建
立由党委主要领导为总召集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机制，搭建社会工作、组织、发改、民政等部
门协调联动平台，加强横向协同，凝聚治理合力。

2024年初，成都市的市县两级党委社会工作
部成立，区（市）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由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进一步加强
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大力度统筹协调社会工作资源。

“当前，成都压紧压实区（市）县党委、街道（镇）党（工）委、社区（村）党组织三
级党组织责任，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和上级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下级党组织制
度，实现四级协同联动、全域一体推进。”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党建联建，也是成都为社区治理链接更多资源的重要途径。该负责人
说，“我们积极吸纳驻区单位、‘两新’组织、业主委员会等3500余名党员负责人
作为街道（镇）、社区（村）兼职委员，强化机关、国企、学校等党组织与驻地党组织
互联互动，推动全市1000余家企事业单位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公共资源，全覆盖
组建市、区两级快递、交通运输等行业党委，对接头部平台企业组建以快递员、外
卖配送员为主干的志愿服务队伍。” 下转03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魏捷仪 摄影 刘钊） 记者昨日从
都江堰灌区2025年用水管理工作暨春
灌启动会上获悉，今年，都江堰灌区8
市41县（市、区）灌溉面积将达1165万
亩，位居全国大型灌区首位，同时还将
确保605万亩水稻满栽满插。

据预测，今年4月至12月，与常年
同期相比，岷江上游来水区平均气温
偏高，降水量偏多，全灌区平均气温偏
高，降水量略偏多。

今年都江堰灌区来水量充足：都
江堰鱼嘴断面全年预计来水量为157
亿立方米，相较于2024年计划来水多
18.5 亿立方米，较 2024 年实际来水量
多3.3亿立方米；通济堰渠首全年预计
来水量达52.4亿立方米，与2024年计
划来水及实际来水基本持平。

灌区用水需求方面，2025 年全灌
区用水需求量 84.1 亿立方米，较 2024

年计划用水少 2.21 亿立方米，较实际
用水量增加7.7亿立方米。其中，因部
分水厂用水需求增加，以及部分地区
对水环境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今年，全
灌区生活用水增加2.9亿立方米，生态

用水增加3.5亿立方米。
根据水权集中、统一调度、分级管

理的水量调度原则，今年，灌区支渠口
处计划供水共计 84.06 亿立方米。其
中，生活供水 25 亿立方米、农业供水

40.24亿立方米、工业供水0.97亿立方
米、其他供水17.85亿立方米。

引水量方面，今年全灌区预计引水
总量达118.5亿立方米。其中，通过都
江堰渠首宝瓶口与沙总河进口向灌区
引岷江108.4亿立方米，通过通济堰渠
首枢纽引南河10.1亿立方米。同时，都
江堰灌区2025年输水计划8.56亿立方
米。其中，向丘陵灌区输水8.29亿立方
米，向通济堰灌区补水0.27亿立方米。

如何实现更高效的水量调度，保
障灌区春灌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记者
了解到，都江堰渠首来水量分配上，首
先扣除金马河最小下泄流量后，在渠
首引进总流量中优先保障供成都中心
城区、青白江、温江和彭州地区生活、
工业用水及成都市锦江生态用水。其
余水量在集中用水时段，优先保障灌
区生活用水需求，统筹生产及生态环
境用水需求。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茜 李艳玲） 近日，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发布经信系统重点调度的
2025年500个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
目名单，项目总投资 17048.9 亿元，
2025年计划投资3291.6亿元。

从项目类别看，新开工类项目
154 个，在建类项目 200 个，竣工投产
类项目146个。

从产业分类看，电子信息产业项
目56个，装备制造产业项目121个，食
品轻纺产业项目98个，能源化工产业

项目77个，先进材料产业项目120个，
医药健康产业项目28个。

从地区分布看，成都平原经济区
项目287个，川南经济区项目94个，川
东北经济区项目93个，攀西经济区项
目23个，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项目3个。

据悉，全省经信系统将采取有力
举措加速重点项目推进，做好项目要
素资源保障和问题化解，全生命周期
服务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
工、早投产，支撑全省工业和技术改造
投资实现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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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绿，梨花白，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期间，全市广泛开展“清明祭英烈”系列主题活动，缅怀英烈，
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教育启智润心、培根铸魂。人们或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寄哀思；或登
录成都英烈云服务平台，写下追思感言和寄语；或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一件件弥足珍贵的文物、图片
中追忆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在武侯区九顶山蒙难烈士
墓前，“赓续·2025·清明祭英烈”暨武
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主题党日活动
庄严开展。武侯区机关干部、各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干部职工、参战老
兵、烈士遗属及师生代表等近200人

齐聚墓园，追思先烈。成华区组织干
部群众、青少年，走进院山坡烈士陵
园等，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在龙泉驿区烈士陵园的董朗烈
士雕塑前，一堂名为“一只白瓷碗的
故事”的沉浸式微党课开讲。大面

小学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述，生动再
现了那段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

新都区、郫都区、彭州市积极组
织干部群众、退役军人、青少年等走
进烈士陵园，通过敬献鲜花、擦拭烈
士墓碑、追忆革命事迹等形式，开展

“清明祭英烈”活动。活动现场，讲
解员、辅导员生动讲述革命英雄的
英勇事迹，干部群众、青少年怀着崇

敬的心情，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达
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都江堰市各校在都江堰烈士陵
园祭扫中融入文明新风元素，通过
祭扫献花、聆听事迹、默哀追思等绿
色环保形式，引导学生践行文明祭
祀理念，摒弃陋习、移风易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
婷 李长乐 受访者供图

确保1165万亩农田用水，605万亩水稻满栽满插

都江堰灌区春灌全面启动

遥寄哀思 开展红色教育

追思先烈 文明祭扫树新风

四川出台实施方案，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

2027年全省市场规模力争达到7000亿元

清明假期第一天

全省A级景区接待游客351.3万人次

2025年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名单发布

成都平原经济区287个项目入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茜）记者昨日从市经信局市新经
济委获悉，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成都市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专业服务商（第五批）
于近日开启遴选，主要面向智能终端、
集成电路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中药饮片加工、化学药品制剂制造5
个试点行业遴选专业服务商。

申报单位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和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
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
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
境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
为。此外，申报单位应具备较强本地

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技术研发基础
好，有行业咨询、诊断、改造的实践经
验、稳定团队和成熟产品（有典型应用
案例支撑），且有在成都市内开展业务
的条件和能力，能够持续稳定提供高
质量服务。

本次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由企
业自主申报、区（市）县推荐、专家评
审、公示确认等环节组成。成都市范
围内注册的服务商由各区（市）县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推荐，于2025年4月18
日前报送。非成都市范围内注册的服
务商直接报送至成都市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据悉，根据服务能力水平与服
务效果，将对入选的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服务商进行定期评定，实行动态
管理，不定期调整。

面向5个试点行业

我市遴选新一批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专业服务商

同学们在烈士陵园重温英雄事迹。

今年，都江堰灌区8市41县（市、区）灌溉面积将达1165万亩。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记者
唐诗凝） 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获
悉，据测算，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
易规模超16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
上。其中，场内市场数据交易规模同
比实现翻番。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国
家数据局成立一年多来，全国数据系
统坚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条
主线，围绕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
好、保安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丰富进展。
在夯实制度体系方面，2024年以

来，国家数据局聚焦重大改革任务，围
绕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
全治理等出台21份政策文件，搭建起
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

在 公 共 数 据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面，我国数据资源生产总量持续攀
升 ，2024 年 同 比 增 幅 预 计 超 过
20%。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
自今年 3 月 1 日上线以来，截至 3 月

30 日 ，已 审 核 通 过 的 登 记 数 据 达
700 项 ，涵 盖 的 存 储 数 据 规 模 达
239.23TB。

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国家数据局正推动研究制定 41 项数
据领域国家标准，组织北京、上海等
18个城市，开展可信数据空间、数场、
数联网、数据元件、区块链、隐私保护
计算等 6 种典型技术路线先行先试，
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规模化部
署、系统化应用。

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