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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空间、全自动分选线、半自动化打包
线……6日，记者走进龙泉驿区柏合街道长松
村的四川盘信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水蜜桃智能
分选中心，浓浓的科技气息扑面而来。

走进分选中心，右侧的自动化分选线是
最大的亮点。10余米长的分选线由传送带与
分装带构成。启动按钮，分选线开始工作。
工人们小心地将筐中的水蜜桃逐一放置在托
盘上，随着流水线缓缓移动，这些水蜜桃开启
了“数字质检”之旅。

分选系统在给水蜜桃称重的同时，采用
高清快速拍照和分辨技术，查看其外形是否
圆润、颜色是否红润，表面有无损伤，同时利
用近红外光折射分析，能够无损伤测出水蜜
桃的糖度。

随后，不同重量、质量的水蜜桃流入不同
出口，175-200克、200-225克、225-250克，
各进其线，快速准确，再由工人捡起、装箱，交

由下一道包装程序。
“这条分选线是我们继前两年与四川商

投合作建立的分选线后，自主根据实际空间
新建的一条分选线。”四川盘信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李维波介绍，这条线每小时分选
水蜜桃可达1.5吨左右，且更精准，极大提升
了水蜜桃包装效率。

水蜜桃智能分选中心不仅有分选线，在
后端还设有水蜜桃打包线。工人将桃子一个
个装进泡沫盒后，泡沫盒通过传送带自动流
转进下道工序，工人装箱后自动封口，进一步
提高了工作效率。

李维波介绍，分选中心于今年投用，除了
两条自动分选、打包线，这里还设有恒温设施，
确保了盛夏时节分选水蜜桃时工人的工作环
境更好，也可以更好地保障水蜜桃的质量。

廖玉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
雨 文/图

每小时分选1.5吨
水蜜桃有了“数字质检员”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程琪

霖 大邑县供图） 眼下正值青梅采摘季节，大

邑县 江镇上坝村处处是“丰收图景”：漫山遍
野的青梅树挂满色泽鲜绿、个头饱满的青梅
果，果农们忙着采摘、称重、分拣、包装、转运，
每年有数万斤的青梅果从这里分批运出。不
久以后，这些青梅将以各式各样的产品形态出
现在消费市场里。

在上坝村，季禅沟青梅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
李军告诉记者，他已经种植了8年的青梅，去年，
李军种植的第一批南高梅迎来了丰收。

“在电商平台，5斤包邮价最高卖到98元，最
低都是68元。”言语间，李军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除了电商平台，李军去年收获的20吨青梅，还卖
给了果酒企业和果脯企业，均价超过6元每公斤，
今年产量预计达60-80吨。

李军只是大邑众多青梅种植户之一。据统
计，大邑全县青梅种植面积3万亩，约有3500名种

植户，年产量4万吨。2024年，仅 江镇青梅鲜果
销售收入就达1亿元，同比增长10%，助力从业农
户户均增收1万元、就业农户人均增收1.5万元。

数万斤青梅“抢鲜”上市

色泽鲜绿、个头饱满的青梅果。

依托国营锦江机器厂的“链主”优势，园
区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构建产业生态
闭环。安徽航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入驻园区后快速融入供应链，与链主企业达
成深度合作，多项产品进入测试阶段，打开

广阔市场空间。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航空技术研发与

应用的创新型企业，武侯区航空产业园的
特色定位能帮助我们快速对接合作伙
伴。”安徽航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去年底

在园区落地成都分公司以来实现快速发
展，分公司副总经理于和介绍说：“武侯区
的研发支持政策和园区完善的产业生态，
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我们正在
加快完成产能扩建，重点聚焦精密制造领
域，着力突破关键工艺，成为省内航空航
天配套核心供应商。”

据了解，武侯区航空产业园即将启动

二期建设，改造闲置油库并新建 3 万平方
米产业载体，进一步扩容提质。同时，利
用厂区文物保护建筑打造航空博物馆，增
强文化软实力；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
院所搭建低空经济技术服务平台，推动产
学研深度融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武侯区供图

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 构建产业生态闭环

近日，为积极引导短剧创作品质提升，促
进短剧与千行百业结合，激发全球创作者深度
参与网络文艺创新创造的活力，“帧启万象 剧
绘四川”短剧创作征集行动计划正式启动项目
征集，聚焦“剧见山河”“剧说法则”“剧传经典”

“剧见非遗”四大方向，以最高50万元的孵化
资金、拍摄资源保障及平台展播支持，吸引全
球创作者深度参与。

产业风口：
“短剧热”爆发与成都的底气

凭借内容多样、传播广泛、增长强劲等
特点，短剧已成为互联网娱乐内容的新势

力。据 CNNIC 数据，2024 年 12 月，我国微
短 剧 用 户 规 模 达 6.62 亿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59.7%。多方力量乘势而上跨界探索微短
剧，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而在这股浪潮
中，成都展现出强劲的内容生产力——《家
里家外》上线 3 天播放量破 10 亿，美食剧《我
的归途有风》带动乐山旅游热潮，“被四川美食
馋哭”话题持续发酵。

此次短剧创作征集行动计划的发布，正是
建立在已验证的市场基础和内容优势之上。
当《家里家外》用四川方言勾勒上世纪80年代
市井烟火，《我的归途有风》将乐山钵钵鸡拍得
令人垂涎，这些成功案例恰为“剧见山河”“剧
见非遗”等方向提供了最佳注脚。

四大方向：
让微短剧成为城市文明的养分

据了解，本次行动计划设置“征集-评
审-孵化-展播”全链条培育机制，经专家评
审，优秀作品将获得最高50万元的投资合作
孵化资金，并为入选项目提供投资合作孵化
资金及共同立项备案、拍摄场地、设备租赁、
服装道具等资源协调支持，确保高质量完成
拍摄制作。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注意到此次
征集的作品主题涵盖多个方向，让微短剧不
再只是娱乐载体，而是成为能够滋养城市文
明的文化养分。

“剧见山河”激活文旅基因，要求创作者聚
焦自然风光、城市地标、乡村振兴，用镜头捕捉

“蜀地山河的诗意与烟火气”。这直接延续了
《我的归途有风》的成功经验，将短剧转化为文
旅引流新引擎。“剧说法则”创新社会治理，以
社会热点、民生权益为题材，用故事普及法律
知识。成都法院系统丰富的法治实践案例，为
这一方向提供鲜活素材库。“剧传经典”再造文
化IP，从诗词歌赋、典籍文献中汲取灵感，让三
星堆、杜甫草堂等文化地标通过年轻化叙事焕
发新生。“剧见非遗”守护文化根脉，聚焦蜀绣、
川剧等非遗技艺，用影像“解构工艺细节、重现
民俗风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四川启动短剧创作征集

最高50万元孵化资金 邀全球创作者“剧绘四川”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记者6日从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获悉，今
年春灌，都江堰灌区已累计完成水稻栽秧泡田
578.5万亩，占计划进度的95.6%，标志着都江堰灌
区连续4年实现芒种节前“关秧门”。

记者了解到，今年都江堰灌区总灌溉面积
达 1164.7 万亩，较 2024 年增加近 10 万亩，持续
稳居全国大型灌区首位，灌区范围覆盖成都、德
阳、绵阳、遂宁、资阳、乐山、眉山、内江8市41 县
（市、区）。

此外，今年春灌也面临多重挑战：前期气温
低导致育秧推迟，后期降雨偏少、气温偏高引发
用水集中。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以“早谋划、
强基础、精调度、优服务”为方针，全力保障春灌
用水。去冬今春以来，整治39条622公里渠（河）
道和219座水闸，为春灌用水工作有序开展做好
了工程保障。

数据显示，大春用水阶段灌区蓄水达11.5亿
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8000万立方米；黑龙滩
水库春灌前蓄水达2.87亿立方米，为近10年最高
蓄水量；春灌以来累计供水19.4亿立方米，为水稻
满栽满插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通过轮灌、错
峰、应急调水等措施，有效缓解了丘陵灌区及尾水
地区的用水矛盾。

“链主引领+生态协同”盘活存量空间

老旧库房变航空智造基地
年产值超4.5亿元

在中心城区，如何盘活资源要
素，利用城市存量空间焕新推动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武侯区联合

“大飞机制造与服务产业链”链主
企业——国营锦江机器厂，将1.5万
平方米老旧库房改造升级为现代化
航空产业园区，采取“链主引领+生
态协同”模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武侯区航空产业园是四川成都武侯
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武侯经开区）重点
打造的“园中园”之一。从去年开始，武侯
经开区携手国营锦江机器厂，以“绿色智
造”为核心理念，对水电气排污系统、幕墙
等基础设施进行定制化升级，推动仓储业
态向航空高端制造转型，实现“当年改造、
当年投产”。

近日，刚刚签约落地的新航纪（成都）
科技有限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对厂房进行内
部装修。该公司是国营锦江机器厂的合作
伙伴，落地园区后两企业之间可以有效实
现产业链联动，共同谋求更好发展。“我们
的产品研发正在抓紧进行，厂房装修完成
后可立即投入生产制造，计划年内实现
3000 万元的工业产值，5 年冲刺 3 亿元目
标。”新航纪（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飞表示，公司将立足成都，实现辐射西南
的战略规划。

截至目前，武侯区航空产业园已初步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知周科技、新航
纪、安徽航宇等7家涵盖航空零部件制造、
航空电子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入驻，园区去
年实现产值4.59亿元。

仓储业态向高端制造转型
实现“当年改造、当年投产”

今年春灌都江堰灌区已累计完成
水稻栽秧泡田578.5万亩“我们的产品研发正在抓紧进行，厂房装修完成后

可立即投入生产制造，计划年内实现3000万元的工业
产值，五年冲刺3亿元目标。”

“研发支持政策和园区完善的
产业生态，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
成本。”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谢夏冬）
“问题严重的6家实行立即置休，其他商家要求7
日内完成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门
店，将依法采取置休、下架、依法处罚等措施。”6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成华区市场监管局近期通
报了对 30 家无堂食外卖餐饮单位的检查情况，
多家存在包括食品安全信息公示不全、厨房环境

“脏乱差”、“三防”设施缺失、功能区布局混乱、食
材储存不规范等问题。“食品安全无小事，尤其是
外卖行业，消费者看不到制作过程，餐饮从业人
员更要自觉把好每一道关。”成华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执法人员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网络餐饮行业快速发
展，逐渐出现了“无堂食外卖餐饮店”这一业态
——即纯从事外卖业务、没有消费者到店消费的
经营模式。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
管的意见》，其中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加强网络订
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推动平台和商户实行

“互联网+明厨亮灶”，强化无堂食外卖监管和社
会监督。

记者了解到，针对“无堂食外卖”“幽灵外卖”
等群众关注热点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先
后印发《成都市无堂食外卖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
案》《开展平台外卖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对网络餐饮第三方平
台和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截至目前，全市共摸排无堂食外卖餐饮单位
1590家。

据悉，聚焦学校周边、旅游景区、城市综合
体、商业街等人员密集区域，以连锁餐饮店、饮
品店、火锅店等为重点区域，我市持续组织集中
开展检查。

“截至目前，我市线上监测入网餐饮服务经营
者4258家次，移交违法违规线索138条，核查处置
率达到100%，线下检查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6385
家次，发现食品安全问题288个，均已督促整改到
位，立案8起，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成都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让点外卖不再像“开盲盒”
成都持续加强无堂食外卖餐饮行业监管

产业园已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7家优质企业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