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长莺飞，春花向暖，又到一年为爱
集结时，第八届“为爱攀登”活动已于4月
1日正式启动。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由封面新闻主办的“为爱攀登”
将带领大家，亲身体会、亲眼所见、亲耳所
闻，重走长征路，通过“情景式”党课的方
式，感受“百年奋进，薪火相传”的力量。

即日起，活动正式面向社会征集党员
先锋队，与“为爱攀登”一起用行动感受公
益力量。被选中者将于5月齐聚甘孜州海
螺沟景区，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用脚步丈
量雪山之巅，用心感受公益力量。

因爱而聚
“红色基因”集结重走长征路

2014年，华西都市报在全国首次发
起“为爱攀登·三八慈善巅峰行”活动，此
后每一年，都有一群人因为爱而相聚，因
为爱而攀登。7年时间，这个始于足下的
活动，已积跬步而至千里，从四川一路走
到全国、走向国际。

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以“每攀登
1米捐出1元钱”的形式参与公益，帮助贫
困眼疾儿童恢复健康。截至去年，已捐助
近百名儿童，完成为甘孜州学校捐赠图书
等项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为爱攀登”将联合四川省内企事业单位
等，重走长征路，追寻先辈足迹，体验“情
景式”党课，切身感受奋斗历程。

为爱出发
登上雪山之巅喊出祝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四
川发布了11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40个
经典景区。海螺沟毗邻甘孜州泸定县磨

西古镇和贡嘎雪山，磨西古镇作为红军进
入甘孜的第一镇，有红军长征纪念馆、毛
泽东住地旧址等红色地标。

追寻红色记忆，重走长征路，今年的
“为爱攀登”将来到海螺沟，聆听红色故
事、致敬英雄模范。在登山前，将结合磨
西古镇等景点，开展“情景式”党课，邀请
历史见证者讲党课。

“喊山节”是海螺沟一年一度的重大

节日。今年，“为爱攀登”和“喊山节”一起，
在亲近绿色资源和冰川红石的同时，喊出
对爱人、对亲朋好友和对党的真切祝福。

“今年的‘为爱攀登’有着特殊意义，
希望将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这份力量和信
念传递给更多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同时也为公益助力。”全球首位登
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的
记者刘建，也是这一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
一，今年他将继续带大家“为爱攀登”。

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在2021年，
不忘初心，为爱攀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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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路 2021“为爱攀登”英雄征集令来了！

华西都市报讯（邓虹 记者 秦怡）近
日，四川蕊源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提
交的“一种限流双保护电路及电路的限
流双保护方法”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
历时56天，远低于目前国内普通发明专
利申请约20个月的审查周期。

这是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郫都
分中心作为国家首个区（县）级知识产权保
护分中心，自今年独立运行以来，企业通过
该中心预审获权的首件发明专利。目前，
该中心已完成65家企业备案审查，28项专
利进入预审通道，3件专利完成预审。

“启动快速预审服务以来，我们作为
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强化党风廉政教育，营造风清气正
的营商环境。”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在郫都范围对该业务培训实
现全覆盖。

“我们要让企业真正尝到‘甜头’，
全力营造‘有无熟人一个样、大小企业
一个样、国有民营一个样、内资外资一
个样、投前投后一个样’的稳定公平发
展环境。”4月16日，成都市“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专题采访第六场”召开，
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
室副主任、成都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仕品
现场透露了今年的计划。

首发“城市机会清单”
做到全力为企业“松绑”“减负”

如何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创业
的便利度、满意度和获得感？瞄准国
际国内最高水平，结合本土发展实
际，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创新提
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很关键。

成都坚持将企业和市民满意度、
获得感作为“第一标尺”，从市场主体
和市民感受角度出发制定目标、优化
措施、提供服务。2019年是成都国际
化营商环境建设年，2020年年初和9
月，成都又分别开启了国际化营商环
境2.0版建设和3.0版的建设。“1.0版
是打牢基础，2.0版是学先进补短板，
3.0版是蹚深水重突破。”赵仕品说。

作为重头戏之一，2021年，成都
将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立法工作，形成

《成都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启动营商环境4.0政策体系建设，争创
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继续
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全面优化提
升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达到激
发更大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目
的。”赵仕品说。

为企业“减负”如何做？在对标
上海、深圳等国内先进城市的基础
上，成都组织开展了“送政策、帮企
业，送服务、解难题”行动等，成为全
国复工复产复市最早、秩序活力恢复
最好的城市之一。

此外，成都还在全国首发了“城
市机会清单”，该机制成功入选国务
院办公厅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首批十大经典案例并在全国
推广。

如何让企业“办事不求人、办成
事不找人”？赵仕品表示，成都将着
力消除各类不合理限制和隐形壁垒，
维护市场竞争公平，全面实现市场准
入“非禁即入”。同时，加大政府采购
授予中小企业力度，到2025年中小企
业合同比例提高到80%。实施“蓉易
贷”普惠信贷工程，2025年面向中小
微企业放款规模达到300亿元。”

“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提升政策、市场、办事环境缺一不可

建设营商环境，成都已取得不小

的成就：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十，稳
定公平可及的营商环境建设工程成
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之一。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市
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继续保持全
国营商环境先进城市行列。”被问及
未来的打算时，赵仕品充满期待地
说：“打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和办事环境，是我们创新性的具
体举措。”

市场主体和市民诉求100%受
理、100%回访，打造“7×24小时不打
烊政府”……成都计划从争取创建国
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不断完善
法治化保障体系、探索建立知识产权
侵权快速反应机制和全惠企政策“免
申即享”机制、探索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监管机制五个方面来打造稳定
可及的政策环境。

打造便捷高效的办事环境，方便
市场主体和市民线下办事“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成都还将大力推进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优化升级“蓉易
办”平台功能，深化政务大厅“综合窗
口”改革等，计划到2025年实现涉企
和市民事项100%“一次办”、90%以
上事项“全程网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实习记者 杨澜

控辍保学“马上”喊回来
石渠县失辍学生已全部清退劝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王越欣）
“截至目前，全县失、辍学生2262名，已全
部完成清退劝返。21665名学生，实现了
一个都不少！”4月19日，甘孜州石渠县教
体局局长土登泽仁高兴地说。

石渠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全县幅
员面积25191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26
米，是四川省面积最大和海拔最高的
县。全县辖22个乡镇，10.2万人，县城距
省会城市成都1070公里，是四川省最偏
远的县。

下大力气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义务教育有保障”是重要一环，“控
辍保学”又是其中难啃的“硬骨头”。对于
石渠县来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大、
群众居住分散……2018年控辍保学行动
开始以来，辍学在家的儿童们的行踪慢慢

“浮出水面”。2019年，据深入统计，全县
多年来失、辍学生累计达到2262名。

学生分布散、山高路途远、劝返难度
大，怎么才能实现一个都不少？一支马背
宣讲队应运而生。

2016年，石渠县人口最多、面积最大
的乡镇色须镇，成立了一支由镇村干部、
公安民警、学校老师、卫生院医生组成的

“马背宣讲队”。
色须镇镇长赤勒郎加告诉记者，每年

5月初到6月底，是当地特产虫草采挖季
节，也是学生辍学最严重的时候。“虫草采
挖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全镇
近8000人几乎全都要上山挖虫草，很多娃
娃就被家长带上山挖虫草了。”

赤勒郎加说，色须镇地处偏远，与青
海玉树接壤，大部分虫草采挖点不通公
路，只能骑马前往，“巡山第一年就发现，
山上有几十个学生在采虫草。”

让赤勒郎加高兴的是，最近几年，他
发现上山采虫草的学生越来越少，“去年
只有5个，当天就劝回去了。今年我们在
卡点就会检查，从源头上防止学生上山采
虫草，应该不会再有了！”

2018年起，在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中，
石渠县23个乡镇全部成立了马背宣讲
队。“2万多名学生信息全部联网，发现没
读书的，‘马上’喊回来！”土登泽仁说。

截 至 目 前 ，石 渠 县 实 现 在 校 学 生
2166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聚焦成都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快速预审”为营商环境添力

郫都一发明专利仅56天即获国家授权

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立法工作

成都启动营商环境4.0政策体系建设

快来参加2021“为爱攀登”,感受“百年奋进，薪火相传”的力量。

即日起，2021“为爱攀登”英
雄征集通道正式开启。

报名方式：
将姓名及联系方式发送至邮

箱jenny@thecover.cn，或拨
打电话028-86969110报名。

特别提醒：目前只接受企
业团队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