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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多云间阴
偏北风1- 2级

成都（17时）
AQI指数 56 空气质量：良
优：广元、雅安、攀枝花、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泸州、内江、宜宾、遂宁、南充、广安、达
州、巴中、乐山、眉山、自贡、绵阳、资阳、德阳

2月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3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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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杨艳 记者 曹笑）2
月28日，记者获悉：泸州叙永县摩尼镇
李红村有条名叫苏石的路，曾经是当地
群众的心病。当地纪委介入后，仅仅用
了17天，苏石路就变成了“舒适路”。

去年的群众“吐槽”大会上，李红村
2社村民苏润红向该镇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兼联村领导杜联勇吐槽：“杜书
记，我们的苏石路好久才能舒适？”

苏石路是连接1、2社的交通要道，
两社之间间隔一条大山沟，呈U字状，
因路面不宽且凹凸不平，两岸来往只能
步行，无法通车。直线距离不到500米

的两个社遥相呼应，有什么事一喊，对
面就能立马回应；但是想要聚上一聚，
却需要步行近1个小时或者开车从邻
镇绕道20公里。道路两旁的百亩良
地，受交通限制，种、收庄稼也成了难
题。“我家的地就在这山脚下，以前收庄
稼的时候，一天背两次就天黑了。”另一
位村民说，“我家以前种植凤凰李，只能
挑到镇上卖，李子的品质很好，算下来
却赚不到钱……”此前，李红村1、2社
的农户种植了约400亩凤凰李，但因苏
石路运输难题，村民们生生把“豆腐”背
成了“肉价钱”，人工成本太高导致收益

甚微，许多果农无奈放弃种植。
“李红要致富，必须打通这条路。”

苏石路被摩尼镇纪委纳入推进“民心守
护”工程重点推动解决的事项。在县、
镇两级的积极谋划下，争取项目、筹措
资金、规划路线、协调土地……仅用17
天，这条宽4.5米、长2公里的“舒适路”
建成通车。

据悉，叙永县纪委监委强化对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的监督推动，统筹全
县纪检监察力量下沉一线，发现问题，
全面激活基层监督“末梢神经”，推动解
决群众民生问题694个。

3月1日，四川省台办微信公众号“川
越海峡”迎来6周岁生日。眼下，由四川省
台办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的

“川越海峡”6周岁宠粉活动正持续进行。
一边是诚意满满的宠粉福利大餐，一边是
两岸嘉宾和粉丝的花式祝福，正持续传递
青春正能量，一起携手向未来。

两岸嘉宾视频送祝福：
“伴随龙行虎步，发出青春声音”

作为较早与两岸网友见面的涉台
政务新媒体，“川越海峡”从诞生之日
起，便以准、新、快、活的内容和形式，得
到诸多青睐。

国台办新闻局局长、发言人马晓光
表示，“川越海峡”办得很有特色，内容
上注重讲好祖国大陆发展的故事，讲好
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讲好川台两地交
流合作的故事，形式上也非常生动活
泼，受到海峡两岸广大网友的喜爱。他
期许“‘川越海峡’伴随龙行虎步，发出
青春的声音”。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在发出宠粉
活动邀请时表示，“6年来，我们与两岸粉
丝共同陪伴‘川越海峡’这座四川与台湾
的‘信息桥’逐步成长，见证了最亮眼的
川台交流合作成绩。”他感谢陪伴“川越
海峡”成长的两岸朋友，期待这个年轻的
平台得到更多新朋友的关注，让四川机
遇越传越广，川台合作越走越实。

“粉丝”中还有不少多次来川参加活
动的台湾嘉宾。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对

“川越海峡”鲜活报道他来川参加川台交
流活动表示感谢。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
梅在贺喜之余，还牵挂四川的发展和自
己助养的20个北川孩子，她期待疫情赶
紧结束，和孩子们在暑期再次相聚。

搭建信息“金桥”
“‘川越海峡’带我们深入了解四川”

6年来，“川越海峡”笔耕不辍，架起
四川与台湾的信息“金桥”。随着影响力
不断提升，在两岸记者、兄弟台办中赢得
口碑，展现着两岸“信息桥”的向心力。

台湾ETtoday新闻云驻点大陆记
者任以芳谈到自己对“川越海峡”的关
注，“公众号提供了非常多的资讯给我
们的台青台商，还有想要来四川发展的
台湾民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飞
虹中文网记者霍建阳直言，“非常感谢

‘川越海峡’带我们如此深入地了解四
川，感受四川各地的热情与活力、开放
与创新。”

向心力源于持续不懈探索媒体融
合之路。6年来，“川越海峡”在注重深
耕原创内容的同时，紧跟两岸热点做好
选题策划，“台湾传媒大学生实习交流
暨航拍体验活动”“掌上蜀show·两岸
新媒体体验采访”等系列活动，在沉浸
式采访中，展现真实立体生动的四川形
象和川台交流合作故事。

此外，“川越海峡”也收到来自涉台
政务新媒体“朋友圈”的祝福。北京市
台办、重庆市台办、云南省台办、湖南省
台办、上海市台办、广东省台办纷纷联
动“打call”。

两岸粉丝热情讲述：
“是我们创业最坚强的后盾与发声筒”

除“花式”送祝福，更有“走心”讲述。
2016年到成都发展的台商郭弘扬，

讲述自己通过“川越海峡”掌握新鲜资
讯和投资机遇，“对我在成都创办台湾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带来了很大帮助。”

首个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的
台湾青年李伟国感叹“川越海峡”报道
全面，“在四川创业真的很幸福，当你做
出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有人帮你向更多
人传递满满正能量，是我们创业最坚强
的后盾与发声筒。”

让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成都台
协会会长高锦乐很感动的是，“川越海
峡”不仅记录了许多协会成员和单位在
惠台利民措施帮助下，实现更大更好发
展的故事，更留下了两岸同心战“疫”的
大爱，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暖，带来
战疫必胜的信心。

点赞、祝福、讲述……随着“宠粉”
活动的持续开展，会有更多两岸新朋友
关注和分享“川越海峡”。“川”越海峡，
两岸一家。百余份“宠粉”福利大礼包
正在路上，有你宠爱更精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如何参与“宠粉”活动？

方式一：
关注“川越海峡”微信公众号，回复

关键词“生日快乐”，即可参与抽奖。
方式二：
微博关注@封面新闻，带话题词#

川越海峡6周岁#转发活动微博，并送
上你的花式祝福，有心有才的网友将获
得精美礼品。

快将“宠粉”活动传递给身边好友，
一起迎接虎年好运吧！

正青春向未来

“川越海峡”6周岁宠粉活动火热“出圈”

泸州叙永：苏石路17天变成“舒适路”

春运期间
成都地铁运输乘客1.71亿乘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芮雯）2月28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轨
道交通集团获悉，2022年春运（1月17日
至2月25日）已落下帷幕。经统计，春运
期间成都地铁线网累计开行列车19.9万
列次，运输乘客1.71亿乘次，较2021年同
期增长5.99%，圆满完成了春运运输组织
工作。

为保障疫情期间大客流运输组织工
作高效安全开展，成都地铁多措并举，通
过在全线网闸机实施人脸识别功能、加强
消杀频次、开展环境抽测等方式，严格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要求，提高大客流情况下
市民乘客通行效率和安全化、智慧化出行
体验。

针对本次春运期间成都疫情形势复
杂的新情况，成都地铁倡导市民乘客使用
人脸识别等无接触式功能乘车，并通过在
孵化园站试点打造的“智慧车站”进一步
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实现科技化、智能化、
高效化、安全化车站疫情防控和运营管
理，为春运大客流运输任务提供有力后备
保障。

总投资2.5万亿元
2022年成都市将实施900个重点项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2月
28日，记者从成都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成都市2022年重点项目计划》已正式
发布。

2022年，成都共编列市重点项目
900个，总投资25068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3475亿元。其中，进一步遴选编
列 100 个市重点推进项目，总投资

791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24亿元。
据了解，2022年成都市重点项目

计划编列工作围绕落实国家、省市重大
战略部署，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规划纲要及其专项规划和“十四五”规
划纲要，强化三个做优做强、四大结构
调整目标引领，同步衔接产业建圈强
链、重大项目招引攻坚、智慧蓉城及城

市安全韧性善治建设等重点工作，充分
发挥重大产业项目对实体经济的引领
作用、重大基础设施对城市功能的提升
作用、重大公共服务对美好生活的保障
作用，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和质量优化，
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