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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不超过0.1毫米
反复打磨成就卓越品质

推开七色风提琴微博物馆的大门，古朴典
雅的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来自意大利、德
国、美国等地的古董提琴，以及国内外的优秀
作品，如同被赋予了生命般静静地陈列着，凝
结着匠人对音乐美学的极致追求。

在博物馆二楼，记者见到了这位“传说中”
的“95 后”制琴师李卓霖，只见他正用刮刀专
注地处理着一块小提琴的背板，木屑轻轻洒落
在他浅褐色的围裙上。李卓霖的工作环境给
人一种时空交叠的奇妙感：楼下是古典式装修
风格的博物馆，楼上则是摆满各种现代测量仪
器的工作室。

“一把琴可能在外行人看来都长得差不
多，但其实存在很多细微的差异。琴身的宽
度，侧板框的高度，以及整个琴形的大小，都会
直接影响琴内部的空气容积，呈现出来的音色
也会有所不同。”李卓霖一边打磨一边对记者
说，他的工作室简单而静谧，桌面上摆满了刻
刀、砂纸等制琴工具。

慢工出细活，制琴绝非易事。制琴师从选
材、开料、模具制作、面板背板制作、拼接、上漆
到试音，要全程亲力亲为，甚至有时还会不分

昼夜地制作。“必须要反复打磨，确保面板和背
板的重量以及厚薄符合标准，厚度误差不超过
0.1毫米。”李卓霖告诉记者，制作一把小提琴
平均需要三至四个月，耗费无数的心血，但他
乐此不疲。

学成归故里
以出色技艺折服提琴大师

2014年，李卓霖前往美国盐湖城，在美国
小提琴制作学校度过了 4 年的学习时光。
2018年，李卓霖学成归来回到成都，在自家琴
行工作至今，8年的制琴生涯让他与不少客人
结下了深厚情谊，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
杨宝智教授便是其中一位。

在杨宝智的音乐生涯中，他共编创作品
117 首，其代表作《川江》入选了“中国小提琴
作品百年经典”。2021年他受邀到成都表演，
经朋友推荐，他带着自己年久失修的琴来到了
七色风提琴工作室。初次见到李卓霖，他有些
难以置信，眼前的年轻人正是他朋友口中所说
的“修琴很厉害的师傅”。

“指板投射高度过低，琴码变形导致振动
不均匀，音柱也短了些……”接过琴后，李卓霖
一边检查，一边将问题一一记录在册。杨宝智
站在一旁，心中暗暗称奇，眼前这个20出头的

小伙儿说起琴来却是如数家珍。
到了约定取琴的日子，当杨宝智再次来到

七色风提琴工作室时，他惊喜地看到自己的小
提琴已焕然一新：指板被精细打磨，琴码焕然
一新，提琴的音色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几个月后，李卓霖收到了一封来自杨宝智
的感谢信，信中写道：“你的技术征服了我，在
你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不骄不躁、踏踏实实做
事儿的风貌。”

音乐人与音乐产业
“双向生长”

提及回成都创业的原因，李卓霖坦言是因
为“氛围好”。“成都是座懂音乐的城市，拥有足
够的包容性，政府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而
且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毕业之后，我便下
定决心要回到家乡发展制琴事业。”李卓霖说。

如今的七色风提琴工作室，落地窗外便是
成都发展音乐产业的蓬勃图景。自建设“音乐
之都”的目标提出以来，成都陆续出台了系列
政策，举办多项音乐赛事，助推成都音乐产业
加快发展。

“我们的琴行从龙江路搬到了音乐文创
园，在装修的过程中，望江街道的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从消防通道设计到营业执照变更流

程，事无巨细地对接，还给予了我们资金补贴，
琴行正是在这样贴心包容的营商环境下慢慢
发展起来的。”李卓霖回忆道。

“2018年刚搬来时，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
街区，现在已成了音乐人的磁场。”李卓霖笑言
自己的工作室是与成都音乐文创园一同“成
长”起来的。在这个园区中，还有着音梦引擎、
阿卡星球等如李卓霖工作室一般的创业企
业。据悉，2024 年成都音乐文创园产值达 70
亿元，片区聚集音乐企业700余家。

从传统作坊，到如今集博物馆、工作室、演
奏厅于一体的文创空间，李卓霖的制琴之路，
正是在成都音乐产业上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
双向奔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程琪霖
摄影 刘阳 胥瑞可

源：光伏赋能
企业自建光伏项目获收益

今年4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增强成都市
电力保障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保障
新型储能项目用地需求、鼓励用户侧储能发
展、加大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优先保障电力
供应等。

在电源方面，加速推进分布式光伏项目建
设，是当前成都强化电力保障能力的一个重
点。以金堂鑫典门窗10千伏分布式余量上网
光伏为例，该项目很快就为企业带来了效益。

5月22日—24日，金堂地区连续高温，最
高气温突破35℃，用电负荷迅速攀升。5月23

日，鑫典门窗光伏项目在当天中午高峰时段通
过10千伏红万线，最高向电网输入了3兆瓦的
供电功率，相当于满足了该线路 1/3 的用电
需求。当天，鑫典门窗通过光伏上网发电获
得电费收益 4524 元。据此估算，在光照理
想、发电输出稳定情况下，该企业每月收益将
超过10万元。

记者从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了解到，今年一
季度，分布式光伏并网总装机实现翻番，达到
60万千瓦，并有300个分布式光伏项目正在建
设中。

网：立体双环
年内多个输变电工程投运

4月30日，成都金融城220千伏输变电工
程顺利投运，项目新增变电容量48万千伏安，
大幅增强了锦江区、高新南区电力保障能力。
该项目采用全户内GIS智能变电站设计，新建
2台主变压器，新增220千伏出线2回、110千
伏出线10回、10千伏出线24回。

金融城东区域作为成都市战略功能区之
一，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区。片区用电需
求快速增长，该工程的顺利投运，将为片区持
续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据了解，2023年，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启动

“蓉耀工程·贡嘎登峰”一流电网建设攻坚行
动，计划投运 68 项输变电工程。2025 年底，
500千伏空港、邛崃、淮州等项目如期投运后，
成都电网将建成500千伏“立体双环”网架，主
网安全承载能力将达到2600万千瓦，较“十三
五”末翻一番。

荷：智能调度
电力有了智能“搬运工”

再过 20 来天，成都市虚拟电厂管理平台
将迎来上线运行一周年，这种智慧能源管理系
统被称为电力的智能“搬运工”，能够有效聚合
和调度分散的能源资源，如分布式电源、用户
侧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以及工商业可调负荷
等。它的作用在于提升受端电网电力柔性调
节能力，缓解季节性短时尖峰负荷带来的电力
保供压力。成都市虚拟电厂管理平台相当于
成都虚拟电厂的“总调度”，可以实现资源聚
合、调度运行、供需形势、保供监测等功能。

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根据《成都市虚
拟电厂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年）》，成都
将构建“1+2+N”城市级虚拟电厂一体化发展
格局。到2025年底，计划实现130万千瓦以上
的电力能源调节能力，达到成都电网最大用电
负荷的5%。

储：能量引擎
电网“充电宝”助力保供

在储能方面，成都电网的“充电宝”近期正
式上线。

5月26日，投资2.25亿元、装机规模10万
千瓦时/20 万千瓦时的四川成都新津邓双储
能电站正式投运。该电站是成都电网首个电
网侧储能电站，能够在负荷高峰时段提供 10
万千瓦保供顶峰能力，预计每年可向电网提供
约6000 万千瓦时调峰电量，单次充电可供约
10万台1.5P空调使用两小时。

储能电站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着重要
的保供顶峰和应急支撑作用。2024年3月，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将 19
个项目列为首批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其
中，成都有彭州、龙泉驿、崇州、新津、双流5个
10 万千瓦时/20 万千瓦时的电化学储能电站
纳入试点示范，5个项目正按计划推进，将陆
续建成投运。

此外，记者从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了解到，截
至目前，该公司已服务95座电网侧、用户侧储能
电站并网，并有70个储能项目正在建设中。

罗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飞）近
日，记者从成都市人社局获悉，今年以来，成都持
续构建“大就业”工作格局，抢抓毕业生在校关键
期，扩大就业容量、促进供需匹配、靠前进校服
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

在扩大就业容量方面，支持企业稳岗扩
岗，采取免申即享、直补快办等方式，全面兑现

“降、贷、返、补、提”惠企稳岗政策，今年以来累
计为市场主体降本减负 24.88 亿元，全力助企
发展和稳岗扩岗。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累计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1.85亿元，带动就业3.4万人。

在促进供需对接方面，通过行业主管部
门、人力资源机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基层招募等渠道，筹集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
39.9万个；抢抓“春招黄金期”，举办春季特大型
人才招聘会、“蓉漂”人才招聘会等各类招聘活
动1277场次，对接用人单位3.24万家次，发布
就业岗位105.23万个次。

同时，依托54个在蓉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站提供常态化公共就业服务，今年以来，已
开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创业服
务、职业培训、困难帮扶“六进校园”活动 191
场，面对面服务毕业生38.41万人。

“接下来，将把握‘在校关键期’、抢抓‘离校
窗口期’、紧盯‘帮扶攻坚期’，深化高校毕业生
全周期就业服务机制，确保我市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成都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优化升级校地协同促就业平台
功能，集中100天时间，开展“百日万企”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系列招聘活动，密集组织专业化、小
型化、分区域的各类招聘会700场以上，常态化
为大学生提供政策宣讲、职业指导、求职技巧等
服务，促进人岗早见面、早匹配。并加大市场秩
序规范力度，严厉打击“培训贷”“黑职介”等违
法行为，持续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在成都这片音乐热土之上，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在绽放光彩。今年3月，制琴师李卓霖获得了
成都市武侯区2024年度“诸葛工匠”荣誉称号。去年12月，他斩获第25届VSA美国国际提琴制作
比赛小提琴音色奖，让“成都造”提琴登上国际舞台。作为与成都音乐产业同频成长的匠人，李卓霖
坦言道，“是成都浓厚的音乐氛围和贴心的政策支持，给予了我灵感和创作空间。”

昨日，记者走进李卓霖在成都音乐文创园打造的七色风提琴微博物馆，探寻“成都造”手工提琴的
魅力所在。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
阳） 记者昨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近日，
G318提质改造工程雅江过境段雅砻江大桥顺
利合龙。继雅江 1 号隧道、雅江 2 号隧道贯通
后，雅江过境段项目“两桥一隧”控制性工程主
体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7月底前全线建成通
车，将为打造 G318 世界最美景观大道提供有
力支持。

G318提质改造工程雅江过境段起于雅江
县城东，止于格西沟，全长3.9 公里，采用二级
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路
基宽度 8.5 米，总投资 3.97 亿元。该项目横跨
卧龙寺河、雅砻江、格西沟等复杂地形，桥隧比
高达 92.7%，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地质结构复
杂，地形起伏剧烈，施工条件极为艰苦。2022
年12月开工以来，一线建设者们化身“开路先
锋”，直面恶劣气候、火灾威胁以及泥石流侵袭
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用800多个日夜的坚守打
造出一条希望之路。

雅江过境段作为G318提质改造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提升通
行能力、服务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两隧
一桥”开辟了新通道，极大地缓解了雅江县城
人车混行、拥堵不堪的旧貌，提升了过境车辆
通行效率，也为雅江县城增加了一条“生命通
道”，提升了防灾抗灾能力。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
仪） 5月以来，黑龙滩灌区去冬今春原本一直
干涸的稻田如今已蓄满水。新栽的秧苗，郁郁
葱葱，长势喜人。记者昨日从四川省水利发展
中心黑龙滩管理处获悉，目前，黑龙滩灌区已
顺利实现“关秧门”，2025年春灌累计放出毛水
量达 10572 万立方米，完成水稻泡田栽秧 42.6
万亩，节约用水量约1600万立方米，达成灌区
满栽满插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黑龙
滩灌区小春农作物收割进度缓慢、后期持续高
温少雨导致旱情凸显，灌区出现用水集中等问
题。面对诸多困难与挑战，黑龙滩管理处强化

“保春灌就是保粮食安全”的意识，未雨绸缪、
多措并举，确保春灌工作的顺利进行。

依托都江堰灌区“一体化”调水机制，保障
引蓄水，为黑龙滩灌区“三生”用水提供坚实保
障。同时，严格落实“省市县乡村联动、干支斗
农毛互通”的一体化调水机制，强化末级渠道
基层联管组织的建设和运用，与地方政府不断
深化“渠地融合、两手发力”机制，联合地方政
府共同管水护水。

此外，黑龙滩管理处还实施精细化管理。
春灌期间，黑龙滩管理处针对两轮用水制定详
尽的用水计划，指导灌区科学用水，并要求相
关人员徒步巡渠，深入田间地头，勤查尾水，实
时优化轮灌调度。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春灌还首次引入黑
龙滩数字孪生平台，该平台可实时采集上游来
水、水库水位、库容、渠道水位、流量等数据，形
成直观清晰的“灌区水情信息一张图”，并能自
动生成调水预案，精准调控闸门开度，实现水
量精确调度、合理分配，大幅提升了灌区供输
水效率。

开展招聘会700场以上

成都多举措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雅江过境段通车在即
国道318提质改造再进一步

春灌累计放出毛水量
10572万立方米

黑龙滩灌区实现“关秧门”

奋进写答卷
决胜十四五

一个多月前，容量3.8兆瓦
的金堂鑫典门窗10千伏分布式
余量上网光伏电站正式并网投
运。“按照前几天光伏发电上网
情况估算，每月收益超过10万
元。”金堂鑫典门窗负责人黄旭
满意地说。

这种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
模式，在负荷高峰期既可满足企
业自身用电需求，也可让企业获
得经济收益，同时部分缓解电网
供电压力。

当前，成都正在全力推进
“源网荷储”协同布局，建设新型
电力系统。近日，记者走进各个
重点项目，探寻成都推进“源网
荷储”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电网装上“充电宝”智能“搬运”电力

“95后”制琴师李卓霖：

让“成都造”手工提琴与世界音乐共振

4个
核心要素

电源（源）电网（网）
负荷（荷）储能（储） 一体化

将四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综合性的能源系统，以实现能源高效
利用、优化能源供应和需求平衡

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

这种模式可增加能源消纳能力，降低用电
成本，提高能源安全性，实现能源多元化

成都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