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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茜） 5 月
23日，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2025年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申报开始了。

申报共有11个方向，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装
备、水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土壤污染修复技术装备、
固体废物处理技术装备、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装备、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环境污染防治专用材料和
药剂、环境污染应急处理技术装备、环境污染防治设
备专用零部件、减污降碳协同处置技术装备、新污染
物治理技术装备。

申报技术装备须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知识产权
或专有技术产权明晰，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环境
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要求，应用后污染物控制优
于国家污染排放相关标准要求，或优于重点区域、重
点流域、重点行业特别排放限值等相关要求。

技术装备分为研发、应用、推广类。其中，研发
类指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等方式，实现重大技术
突破、已经用户初步验证的技术装备；应用类指国内
领先、具有行业引领作用和市场应用前景、已实现产
业化生产的技术装备；推广类指技术成熟可靠、推广
潜力大、经济适用且有成功应用案例的技术装备。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记
者昨日从成都东部新区获悉，位于简州新城“专精特
新”企业园内的鑫长源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制造项
目，首批设备已经进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拟建设鑫长源
公司总部及航空航天精密零部件生产基地，主要产
品包括航空精密零件（产品涉密）和汽车VVT、水泵
法兰盘、谐波减速器壳体等。“项目预计7月底正式
投产，届时将为航空航天、整车企业等提供配套，有
效补强成都东部新区智能制造产业链。”

不仅如此，成都东部新区多个项目建设也迎来
了新进展，加快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记者了解到，位于国际空港经济区（东部新区片
区）的天府国际智慧物流供应链产业社区（二期），当
前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和二次结构
施工，预计明年5月完成建设工作。据悉，该项目总
投资4.8亿元，共建设包括办公楼、公寓、商业配套在
内的4栋建筑。

此外，记者看到，作为简州新城特色赛事旅游商
业圈项目的星汇里，当前正在进行内部装饰及景观工
程打造。据悉，星汇里建成后将突出“商业服务+运
动休闲”、全民健身等功能的复合型理念，打造集餐饮
美食、酒店住宿、休闲娱乐、便利零售、亲子服务、教育
培训于一体的城市开放新空间。“目前，内部装饰及景
观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中，项目整体预计6月份完
工。”简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星汇里项目已进入全
面招商阶段，将于今年12月份正式开业。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雅婷）5月24日，记者注意到，
四川展馆共展示了 3 件“熊猫大赛”
获奖作品——“熊猫赤竹侠”“雅乐团
团——国宝熊猫”“绿铠熊猫”。

熊猫家园运营中心负责人周蕾
告诉记者，自5月22日亮相深圳文博
会以来，观众和外地企业对展出的3
件“熊猫大赛”作品表达了浓烈兴
趣。“很多企业向我们表达了合作意
愿，包括产品开发、版权合作以及落
地到具体的文旅场景中。”周蕾说，目
前已经与超过50家企业达成了初步
合作意愿。“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在
深圳文博会期间，达成超过100家企
业的初步合作目标。”周蕾说。

新场景：
探索“文化+”的无限可能

“我刚去开了 VR 卡丁车，刺激！”5 月
23日，来自湖南的夏可体验完VR大空间卡
丁车项目后告诉记者。夏可体验的这个项
目来自成都本土文创企业四川元境天成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境天成”）。
据该公司运营总监马铭阳介绍，通过运用
VR、沉浸式大空间 LBE 等前沿技术，让项
目不仅保留了传统卡丁车项目的体验感，
还针对不同地形的场地进行定制化数字空
间设计，玩家可以穿越星际、深入海底、探
索侏罗纪等。

元境天成所在的四川展馆内，汇聚了全
省73家重点文化企业，以“传统+科技”的形
式，立体化展现四川在文化传承、科技创新、
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中的发展成果。

此外，在成都传媒集团展位，可以一窥
AI赋能下的传媒新生态，包括定位“每个企
业的专属AI电视台”的每经AI电视智创传
播平台，以及实现对学生心智发展持续无感
知监测的“AI+身心安全”解决方案等。

新应用：
展现传统文化多彩魅力

“这个熊猫太逼真了，居然还能做这么多
表情。”在山东展区，两只“机械熊猫”成为人气
嘉宾。记者注意到，这两个“机械熊猫”装置不
仅外形与真正的大熊猫别无二致，还能精确地
模仿人的微表情。据萌水獭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科介绍，该装置拥有45个可动关节，可
做出许多拟人动作，与观众实时互动。

在北京展区，小鸟看看科技的PICO混
合现实一体机体验区同样人流如织，许多观
众排队等待体验融入了前沿AI、VR技术的

《太空奥德赛》《遇见东坡》《敦煌：时间的守
护者》等项目。现场观众在技术构建的世界
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彩魅力。据
小鸟看看科技市场经理夏宇介绍，PICO混
合现实一体机已经应用在深圳科技馆、北京
798艺术区和敦煌莫高窟。

此外，还有江苏展馆的非遗扎染智能机器
人生产、深圳展区的空气架子鼓……深圳文博
会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企业纷纷炫技，当

“硬科技”赋能“软文化”，观众直呼“未来已来”。

数智化：
推动文化产业突破发展

“AI”是今年深圳文博会的关键词。记
者在各个展馆中看到，机器人弹奏钢琴曲

《茉莉花》、机械臂挥毫泼墨、AI“魔镜”看舌
苔问诊等新产品、新场景接连出现，令人眼
花缭乱。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AI技术正快速推动
着文化产业的“数智化”进程。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
展区，邀请60多家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企业
参展，依托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眼镜、智能
耳机等前沿技术，创新呈现新质生产力与文
化产业新业态、新消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
文化新动能持续发力，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营业收入超过14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行
业贡献率超过65%，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摄影
何思田

又一企业总部即将投用
成都东部新区多个项目迎来新进展

@环保装备研发生产单位

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申报开始了

以“深化改革增动能、扩大开放促发展”
为主题，5月25日至29日，第二十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博会）在西博城举
行。本届西博会吸引了境外62个国家(地区)
和国内27个省(区、市)的3000余家企业参展。

既能跳又能跑，还会逗你玩儿的机器狗
长什么样？能帮助残障人士站起来的外骨骼
机器人又是什么样？今年西博会，企业带来
了哪些尖端技术和产品？开幕前夕，记者来
到西博城提前打探。

值得期待的是，成都馆在西博会期间，将

有“灵瞳”机器狗、混动无人机、布法罗外骨骼
机器人等一系列“成都智造”企业和产品，集
中呈现成都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数字文创
等前沿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作为国内智能康复机器人领域龙头企
业，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带来
了BCI脑机联通设备、布法罗Aider系列下肢
步行外骨骼。他们期待技术产品能和庞大的
市场碰撞出合作火花，更好地拥抱西博会带
来的机遇。

采访前，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李雪松正忙着招呼客户，
“下肢步行外骨骼可以帮助患者重新站立、坐
下和行走，重建神经肌肉真实行走记忆，加速
下肢功能康复，全面系统提升患者运动、神
经、血液循环等八大系统功能。”李雪松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产品在全国应用已经
超过1万人次，产品也卖到了土耳其、东南亚
等地。

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XC-25
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纯电动无人机，很惹人注
目。根据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执行钟

宇良介绍，这款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能够达
到25公斤级别，具备优秀的作业能力，适用于
日常巡检、应急救援等方面。“目前，我们的产
品在上海、贵州等地均有市场，正在积极出
海。通过西博会，期待能更进一步打开国内
市场，并且寻找海外市场的机会。”

为了满足行动不便人群的出行需求，丰
田 bZ3 无障碍车的副驾位置配备了旋转座
椅，能让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等群体上下车，
实现从“轮椅”到“座椅”的快速衔接。

中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智能化养老
设备，包括智能跌倒监测仪、人体活力监测仪等
在内的一系产品。该公司总经理张建亚告诉记
者，产品可以实现对心率、呼吸等身体数据的监
测，对老人身体健康、意外事故突发等进行大数
据监测。在张建亚看来，这些智能设备通过后
台智能管理系统深度互联，真正将创新成果转
化为可感知、可落地的养老服务体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连续6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背后：

从城市到村落 成都绘就全域文明新画卷

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今日开幕，记者提前探馆

混动无人机、外骨骼机器人……
这些“新”“奇”等你打卡

科技与文化的创新交响
如何促就产业

同步新闻

“熊猫大赛”作品受欢迎
超50家企业表达合作意愿

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300
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以及一大批独
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小巨人”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展示、发布了行业
顶尖新技术、
新产品。从
成都的VR卡
丁 车 ，到 山
东“ 机 械 熊
猫”的微表情
交互，从北京
的 PICO 混合

现实一体机，
到深圳的空气架子鼓

……科技与文化融合的
“交响乐”，将如何
促就文化产
业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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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成为首批入选“全国文明城市”
的省会城市以来，成都市连续6届蝉联“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在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周
期中，成都文明版图持续拓展：简阳成功跻身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行列，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数
量增至2个（简阳、都江堰）；新增10个全国文
明村镇（累计33个）；新增20个全国文明单位
（累计74个）；新增4个全国文明家庭（累计8
个）以及3个全国文明校园（累计8个），“五大
创建”成果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在文明创建实践中，成都创新构建起涵
盖依法治理、智慧赋能、社会参与等在内的10
余项常态长效机制，通过党委政府统筹协调、
行业部门联动履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构建
全域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围绕市民关心关
切，大力推进“城市交通治堵提升”“农村文明
交通倡导”等城市文明建设九大行动，打造
103个“我们的文明+”文明生活场景，常态化
开展“创建示范拉练”“发现身边文明”“文明
单位交流互鉴”“蓉城家长季”“蓉城好家风”

“文明实践村村行”等主题活动，推动文明城
市创建由中心城区向县域村镇延伸拓展。

“变”与“不变”
文明城市建设正当时

从“蜀都东大门”到“空港新客厅”，简阳的
文明创建藏着“变”与“不变”的密码。不变的
是“为民情怀”——45条背街小巷、90个老旧小
区焕然一新，3200个新增车位解决了停车难问
题。变的是治理“脑洞”：“1+10+5+N”工作法
让各部门高效联动，“周督查+三色预警”让问
题整改有了“进度条”。“文明+烟火”的化学反
应让城市品质和宜居度同步提升：20处便民摊
位促市容民生良性循环；《东灌》系列文艺精
品，做强“理响雄州”宣教品牌。这片土地正用

“空港速度”书写着文明城市的“简阳答案”。

“一处美”与“全域美”
田园上的文明实践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成都的文明村
镇创建书写着乡村振兴新篇章。

从“破旧散乱”蝶变为“全国最美休闲乡
村”，崇州白头镇五星村的文明密码藏在山水

和弦里。“三生融合”绘就16.9万平方米新型
社区，村民入住“画里家园”；70余家民宿串成

“慢生活”产业集群，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0
万元……

都江堰石羊镇把文明创建酿成“田园
诗”。全国首家农民诗社——柳风诗社，携手
花蕊夫人文化，举办诗歌节、旅游季等文化活
动，惠及1.15万人次。

定点帮扶与“文明实践服务圈”
文明单位的多维探索

在文明创建的矩阵中，企事业单位成为
重要支点。

国网成都市青白江供电公司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期定点帮扶困难群众，
关注“一老一小”，进社区、学校 700 余次，为
50余万人点亮“满格”服务。

抚琴街道西南街社区，以马头墙为起点，串
起文君巷紫藤花廊、鑫祥苑等特色点位，让老旧
小区变身“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116名志
愿者活跃在“文明茶馆大家谈”等160余场活动

中，“幸福邻里・市井西南”品牌深植民心。

“最美上学路”与“蓉城好家风”
文明家校勾勒出全域育人图景

在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上学
的孩子们，每天都要走过一条“最美上学
路”——以熊猫文化为主题，设 12 处文化
墙绘、8 组景观小品，成为环境育人的鲜活
样本。

家庭育人更显活力，130 万个家庭参与
“蓉城家长季”；石室联合中学连续20年开设
系列课程，让“校园文明”向家庭社会延伸；

“蓉城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涌现
出一家三代人开启家庭公益事业近20年的李
婷华家庭，以及个人出资修路、帮助失亲青少
年完成学业的刘端元家庭等一个个“文明家
庭”典范；金堂县“蜀葵花开·和美家风”社区
教育品牌项目，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全方位护
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明家校的辐射效应
层层扩散，勾勒出全域育人的温暖图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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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展馆打造多个沉浸式场景。

“成都造”电机
飞驰在30多个国家的铁轨上

先“入围”再“排位”
50个产业园区“打擂台”

紧接01版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园区是产业集
聚的主阵地，而质效则是检验园区发展的最终标
准。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打好园区高质量发展
的攻坚战。”

“通过开展成都市制造业特色产业园区培育，我
们致力于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深度融合、
竞争能力强、运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该负责
人表示，制造业特色产业园中的特色产业怎么选
取？按照“6+9+10”现代化工业体系细分领域来选
取。具体来讲，就是参照《成都市先进制造业产业布
局规划》，分为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三类，共计25个产业领域。

未来，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将强化系统思维、
全局谋划、整体推进，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资源整
合和力量统筹，做好市区两级对制造业特色产业园的
规划布局、指导服务和政策支撑，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
置。到2025年底，培育认定一批市级特色产业园，基
本实现“一园区一龙头一平台”。到2030年底，市级特
色产业园数量逐步扩大，产业特色更加鲜明、市场主体
更加聚集、运营管理更加高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紧接01版“我们其他的牵引电机配套如复兴型
FXN5C机车，是服务于国家干线货运的新一代节能
环保机车，也逐渐在扩大运用当中。在中亚、非洲，
内燃机车配套市场占有率超50%，为‘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和地区的轨道交通运输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成都“一校一总部三基地”的轨道交通产业版
图中，中车电机作为新都基地的链主，已带动32家配
套企业落户，形成半径5公里的“半小时供应圈”。从
成都到全球，在庞强看来，企业的良好发展态势离不
开成都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我们有不少同事来自四川大学、西南交大、西南
石油大学等高校，成都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此外，我们与西南交大、西南石油大学等高校长期
在产学研联盟、科研、实验验证、成果鉴定等方面开展
合作。”中车电机研究院成都分院主任设计师邱添说。

这种人才集聚效应，使得企业在能源管理领域开
辟第二赛道——为中石油、中石化研发的钻井、压裂平
台“电代油”系统，单台年减排相当于种植4000棵树。

庞强特别提到在成都开展“进万企、解难题、优
环境、促发展”工作中，企业提出如何更好地维护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问题。“我们提出问题后，经信、科技
等部门多次上门为我们牵线搭桥。在政府部门的帮
助下，我们取得了复审认证，对于企业在产学研等方
面将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成都到全球，清晰的战略路径下，“成都造”正
愈发闪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受访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