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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点治理：
“微改造”破解拥堵难题
空间重构优化道路布局

“以前这个地方，每到高峰期就堵得恼火，
汽车排长龙是常态。”家住附近小区的陈先生
说，主要问题在于以前的道路太狭窄，只有两
条机动车道，一条左转，一条右转带直行，无法
满足车辆通行需要。而且机动车道旁边就是
人行道，没有非机动车道，高峰时段各种电瓶
车、自行车要么走机动车道，要么走人行道，交
叉混行更加重了路口的拥堵。

“对这个路口，我们进行了反复研究，最
终决定动个‘小手术’，让它变得更宽敞。”据

郫都区市政公用设施管护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3 月，何公路路口交通整治提升工
程正式启动，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通过“微
改造”对道路功能进行了再分配。改造过程
中，相关部门拆除西侧 190 米长、2.3 米宽人
行道，新增 170 米长、3.8 米宽机动车道，释放
约 646 平方米通行空间；利用道路西侧空间
新建 2.5 米宽非机动车道及 2 米宽人行道，拓
展约 1080 平方米慢行系统，通过高差设计实
现“人、机、非”物理隔离，从源头消除混行安
全隐患。

同时，相关部门还在路口四向增设LED待
行区诱导屏，实时指引车辆有序通行；打通火
巷子单行循环系统，科学分流何公路至德源、
温江方向车流，让交通秩序显著改善。在多维

联动机制的推动下，项目从启动到全面通车仅
用时45天，较原计划120天工期压缩近60%，最
大限度降低了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记者探访：
通行效率提升约40%

市民出行既舒心又放心

14日，记者来到何公路南端路口，发现相
比以前，这里的道路宽敞了很多。机动车道从
两条变成了三条，分别是左转、直行和右转带
直行，旁边新增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再往外是
人行道。这样一来，汽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
有了专属通道，大家各行其道，有效缓解了混
行情况，也为路口减轻了通行压力。“道路本身

的改造，再加上对附近火巷子进行单行循环等
措施，使这条路的交通压力大大缓解，通过实
测，高峰时段通行效率提升了约40%。”交警十
三分局民警曾洪斌说。

感受最深的还是驾驶员和周边居民。公
交车驾驶员杨师傅说，过去这个路口只有一
条直行车道，高峰时段非常容易堵车，等 4 到
5个红灯都是常态，“现在随时都很通畅，就算
高峰时段，也最多只等一个红灯。”家住附近
的陈大姐表示，过去没有非机动车道，电瓶
车、自行车跟行人走同一条路，既不方便也不
安全，“现在三条道路‘分工’明确，再也不用
交叉混行。家门口的交通安全有保证，我们
心里也踏实许多！”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5
月14日，“立园满园 进解优促”成都市农林科
学院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温江
区举行。

活动现场，围绕“根脉枝叶果”五大农业
创新主线，市农林科学院 40 余项最新科技成
果集中亮相发布，涵盖良种创新、智能装备、
集成配套等多个领域，包括世界首创的“油
菜单双倍体诱导技术”，被誉为育种界的“高
铁”，可使油菜育种效率飙升 2—3 倍；斩获
世界银行绿色农业创新大奖的“抑菌套袋”

“抑菌标签”等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以我院
的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深化院地企科技协
作，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格局。”市农林科学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

项目合作签约环节，成都市九大农业园区、
27 家创新主体与市农林科学院分别签订合作
协议，共建创新平台、共立科研项目、共推成果
转化。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40余项科技成果发布

道路重新“分工”化解拥堵难题

“等4个灯变等1个灯，通行更快了”
“以前要等4个红灯，现在最多等1个，通行效率大幅提高！”说起郫都区何公路路口的治堵成效，公交车驾驶员杨

师傅竖起大拇指。
何公路是郫都区的一条交通要道，连接望丛中路和中信大道，周边还有小区、学校、医院，来往车辆很多。过

去，每到交通高峰时段，南端路口就容易拥堵，不仅汽车排长龙，还有电瓶车穿行其中，带来安全隐患。
为了化解拥堵难题，今年3月，郫都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交警十三分局、郫都区经信局、郫筒街道等部门，创新构建“高频督导+跨部门会商+全流程协同”

的多维联动机制，通过拆除、新增等方式，对道路功能进行重新“分工”，使道路的通行效率全面提升。昨天，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感受了治堵成果。

四川省科创通上线发布

到2027年
孵化科技型企业

家1000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制图 江蕊松

四川省科创通能提供哪些服务？

四川省科创通
力争到2027年

上线大型仪器设备达到

2万台（套）

中试服务平台达到

200多家

技术交易机构

300余家

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500家以上

年服务各类创新主体

2万（家）次

孵化科技型企业

1000家

什么是
“四川省科技创新券”？

进一步规范
“天府科创贷”

在扩大支持范围和支持力度上，
在原有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基础上，将高层次人才所在
企业和创新积分评价企业纳入支持范
围。最高贷款金额从1000万元提高到
2000万元。

在创新风险共担机制上，建立
“省风险补偿资金池+银行+担保+再
担保+国担基金”五方分险模式，将
科技企业贷款纳入国担基金支持范
围，增强担保支持科技创新力量，分
层压实责任，推动金融机构“想贷、敢
贷、愿贷”。

在突出降本增效上，严格限制综合
融资成本，设定贷款利率上限、担保费
率上限，通过“低利率+贴息+禁收其他
费用”组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在动态防控风险上，建立量化风控
机制，规定合作银行不良率达到4%即
暂停新增贷款投放，要求四川再担保公
司实施对子产品管理机构、合作金融机
构的监督检查，形成闭环防控体系。

在平台功能上，集成政策申报、融
资对接、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服务等功
能，实现“一网通办”；利用大数据、AI
技术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提供个性化
推送服务。

在深化资源整合上，力争打通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第三方
服务机构数据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建
立动态更新的“科创企业数据库”和

“科技成果项目库”。
在优化用户体验上，简化注册、认

证和申报流程，提升平台响应速度和稳
定性。同时，通过线上“科创通”平台与
线下“科创岛”实体空间协同发力，形成
覆盖全域、全链条的科技创新服务生
态，着力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资源
散、对接慢”的痛点，助力科技型企业

“找政策、找资金、找技术、找市场”。

5月 14 日，
四川省科创通上线

发布暨四川省科技创新
券、“天府科创贷”政策解读

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四川省科
创通正式上线发布，力争到2027
年，年服务各类创新主体 2 万家
（次），孵化科技型企业1000家，助
力建设西部创新高地、更高水平的
科技强省。

是支持符合条件的创
新企业在科技创新创
业活动中购买专业科
技服务，并用于抵扣
一定比例服务费用的
普惠性政策工具

实行“企业申领、机构
兑付”模式，采用电子
券形式发放，当年有
效，全省通用通兑，每
年度实行总额管控，
先申先享

对使用省创新券购买
科技服务的科技型企
业，按其实际使用额
度给予每年最高 20
万元补贴 “成都造”全球首个

太空计算星座发射入轨

上接01版
据了解，“星算计划”由2800颗算力卫星组

网，将构建未来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

首发星座有何特点？
每颗卫星搭载星载智算系统

据国星宇航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发星座
12 颗计算卫星采用国星宇航自研的智能网联
卫星平台，除配套了国星宇航自研的 AI 载荷
外，还搭载了之江实验室星载智能计算机等
太空计算软硬件和天基模型，实现了“算力上
天、在轨组网、模型上天”，每颗卫星均搭载了
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具备太空计
算、太空互联能力，首发星座在轨计算能力达
到 5POPS，星 间 激 光 通 信 速 率 最 大 可 达
100Gbps，星座组网后将形成全球最强的太空
计算能力。

本次发射的12颗卫星中，代号为“星时代-32”
的卫星被命名为“崇州号”。

“崇州号”卫星喷涂有专属的徽章，整体
设计采用赛博朋克风格。徽章外圈颜色灵感
取 自 崇 州 的 城 市 logo 颜 色 ，徽 章 上 标 注

“STAR- COMPUTE · 1ST LAUNCH”和
“XSD-32”，分别代表星算计划首发星座和本
颗卫星的编号。

值得一提的是，“星算计划”02组星座目前
已经进入设计研制阶段，国星宇航卫星团队正
在加紧更强算力卫星型号的研发工作。

成都如何支持企业发展？
“耐心资本”陪伴企业快速成长

国星宇航是国家“探月工程”载人月球车研
制任务中唯一入围的民营卫星制造企业。“星算
计划”项目的如期推进，离不开资金支持。2019
年，成都产投集团下属科创投资管理的成都市
新经济天使投资基金对国星宇航实施价值投
资，以“耐心资本”陪伴企业快速成长6年并配
合企业完成多轮融资。

今年，成都产投集团下属先进投资管理的
成都重产基金联合崇州金控，以参股成都蜀州
星算科技产业发展公司的形式，支持国星宇航
在崇州落地。

随着国星宇航启动与崇州的项目合作，崇
州将形成以“商业航天科技+高空航空制造+低
空装备应用”为代表的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
季度，崇州在青崇航空科技产业园引进7个重
点产业链项目，入驻企业涵盖孵化、研发、中试、
制造、检测检验等航空低空多个环节，包括航空
零部件制造、航空新材料研发制造、航空工艺及
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今年1月，国星宇航递交港股招股说明书，
拟在香港主板上市。当前，国星宇航已形成覆
盖 500 公斤以下各型号 AI 卫星的“造管用”能
力，具备总设、总装、总测“三总”合一能力。

产业发展有何规划？
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来自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的数据显示，
2024年，全市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
已集聚企业170余家，入选泰伯智库《2024中国
商业航天企业百强》7家、排名全国第3。

前不久出台的《成都市商业航天创新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提出，到
2027 年，全市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达
500 亿元，培育链主企业 7 家，打造创新应用
场景 70 个，进一步推动成都成为国内领先、
区域一流的商业航天科技创新策源地、高端
制造集聚地、应用场景示范地和产业生态新
高地。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四川省商业航天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2030年）》，提出构
建以成都都市圈、凉山州为双核引领、多地协同
的空间布局，力争到2025年，航天产业规模突
破500亿元；到2030年，全省商业航天产业规模
达到千亿元，培育百亿级企业2至3家、50亿级
企业3至5家、10亿级企业10家以上，全力打造
商业航天创新发展新高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粟新林
摄影 汪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