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量化铝合金+PC材质

成都地铁最轻的A型列车正式编组下线
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10月17日，成都地铁8号线二期首
列车在成都长客新筑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公司正式编组下线。据悉，这是成都地
铁最轻的A型车。

作为8号线一期的延伸线路，其列
车依旧保持着一期列车的“优良传
统”——低碳绿色、降耗节能，整体车
型、外观涂装、列车编组均与一期保持
一致，除车体沿用轻量化铝合金材质
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列车座椅挡
风板由钢化玻璃更换为更轻、更安全的
PC材质，进一步降低列车自重，这也使
得8号线二期的列车成为成都地铁最轻
的A型车。

据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8号线二期列车在总结8号线一期列
车设计和运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以人
为本、科技智能”的理念进一步进行优化
改良，其“新添置”的多项设备技术，将助
力运营管理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首先是信息渠道更多元。为提升乘
客在地铁列车空间内多媒体信息获取能
力，每节车厢车体侧墙安装了4台电子
广告显示屏，可实现多媒体信息自动播

放、循环播放、定时播放等多项智能功
能，进一步提升乘客视觉观感和信息获
取能力。

其次是乘车更舒适。车体内部采用

酚醛树脂地板，提升各项性能参数，在隔
音降噪等性能方面均有所提高。同时，
空调系统采用全变频空调，采用仿生叶
轮设计、优化风道结构，在降低空调能耗

的同时可进一步降低空调运行噪音，提
高乘客乘车舒适度。

最后是维保更智能。列车配有轨道
智能巡检系统、走行部在线监测及受电
弓大电流监测装置，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分
析模型，对列车运行轨道、走行部等部件
状态、故障情况进行全方位诊断分析，为
维保检修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提高列车
运营可靠性。新增网络安全审计设备，可
对列车网络安全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确
保列车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可靠性。

“通过每日梳理进度、狠抓落地，
200余名生产人员留驻岗位、闭环管理，
实现了重要工序生产如期完成。”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更好地激发员工干事热情、
提升生产成效，成都地铁联合车辆生产
基地举办了8号线二期专项劳动竞赛暨
工作室共建活动，着力把双方工作室建
成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共享、学
术交流、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多功能优质
平台，共同为8号线二期车辆生产把好
质量关、打好进度战。接下来，成都地铁
将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
经济搞建设抓发展，高质高效推动新线
筹备各项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供图

10月 17日，距离水稻收获已过去
两个月左右，泸州市泸县玄滩镇新山村
稻虾养殖基地的再生稻又挂满了稻穗，
但这一次的主角不是它们，而是稻田里
的罗氏沼虾。一只只10厘米左右的罗
氏沼虾被养殖工人从田里捞起来装车，
送到附近市场能够卖出每斤几十元的
价格。

“现在是罗氏沼虾养殖的后期，田
里还剩约5000斤左右。”新山村稻虾养
殖基地的技术总监廖萌介绍，新山村新
一季的小龙虾已经开始下田，将在过年
期间上市，“也是供不应求。”近年来，新
山村建设规范化双稻双虾养殖基地400
亩，现已基本建成投产，实现年产小龙
虾6万斤、台湾大头虾6万斤，产生效益
420万元。

而位于泸县石桥镇洪安桥村的
蔬菜种植基地，两个月前的稻田已经
化身为蔬菜田，种满了绿油油的儿
菜。据洪安桥村党总支书记邱宗祝介
绍，该基地占地面积300余亩，年产鲜
菜约 1200 吨，通过稻菜轮作，每亩的
收入能够增加 4000 多元，不仅让土
地发挥更大效益，村民们种地也更加
积极。

无论是稻虾共育还是稻菜轮作，都
是泸州市农业农村部门着眼来年新春
市场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不断压实

“米袋子”，抓好晚秋粮食生产，拎稳“菜
篮子”，突出重要农产品供给，守护好老
百姓“钱袋子”的体现。

据泸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泸州今年争取中省财政资金
5620万元，用于再生稻、秋洋芋生产，
完成种植秋洋芋50万亩以上，力争全
年粮食面积达到 626 万亩、产量达到
240.1万吨。

作为菜篮子里面的常客，猪肉供给
也是稳产保供的一个重要方面。

位于合江县的合江温氏畜牧有限
公司，一辆辆散装饲料车在车间装好饲
料后，运往各个家庭农场。该公司采用

“龙头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与家庭
农场以封闭式委托养殖方式进行合作，
由公司负责种猪繁育、仔猪生产、饲料
生产、疫病防治、技术服务、回收销售等
环节，而家庭农场负责商品猪育肥环
节，最终公司给予家庭农场每头商品猪
一定的委托养殖费。

“我们1至9月已经上市了20万头
生猪，第四季度要上市10万头，目前我
们的10万头仔猪已被100家家庭农场
代养，公司已经着手做好猪瘟防控、冬
季的防寒保暖和饲料供给。”合江温氏
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立说。

据了解，泸州市今年前三季度累计
出栏生猪292万头。为力争全年出栏
生猪 410 万头，泸州市下达补贴资金

579.15万元，推动各项生猪补贴落实落
地，加快推进老旧规模场升级改造，增
加生猪存栏数。加快规模场、小散养殖
户补栏，能养尽养。开展好动物疫病防
控监测，有效防控动物疫病威胁，引导
及时有序出栏。

如何扎牢“钱袋子”助农增收？泸
州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江维兵说，通
过粮油、畜禽、水果等产业扩面增产，稳
定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全面落实惠
农政策，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大力发展
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
共进共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投融
资方式，引导金融、社会资本等投入建
设。力争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速、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达到全省平均水
平以上，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文雅 徐佳 陈世涛
记者 李庆 王越欣）“真的是太方便了！”
10月17日，居住在眉山天府新区锦江镇
的居民张豪，开车到黄龙溪古镇游玩，经
过锦江大桥时不由得感慨，“一直很期待
大桥建成通车，以前开车到黄龙溪要20
多分钟才能到，如今只要5分钟。”10月
18日，记者获悉，日前，眉山天府新区锦
江大桥已开始试通行，预计于10月21日
正式通行。

锦江大桥位于眉山天府新区锦江镇
府河上，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重要
交通项目，串联起锦江镇和双流区黄龙
溪镇。桥梁全长约250米，宽30米，设计
时速50公里，采用双向4车道城市主干
道设计标准，桥梁结构形式为下承式钢
桁架拱桥。

“这座大桥是眉山天府新区第一座跨
江钢结构大桥。”环天建工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锦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
整体平移顶推的工艺，将整个桥梁顶推
至对岸，项目部对钢结构拼装顺序反复推
演，克服府河汛期、阴雨天气对高空拼
装、焊接等影响，历时23个日夜，完成了
总重达3200余吨的钢桁架结构整体跨
河顶推作业，此工艺创造了眉山天府新区
首次顶推和成都周边最大吨位的顶推。

“以后来这里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
大桥的开通，不仅进一步缩短了两地居民
通行时间，对于眉山中法农业科技园来
说，同样是一件大好事。在该园有关负责
人黄江波看来，随着锦江大桥顺利通车，
成眉两地合作越来越紧密，未来，周末到
眉山中法农业科技园的游客会更多。

据悉，为实现两地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规划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中更加友好地合作和共同发展，锦江镇
和黄龙溪镇已签下多轮合作协议。下一
步，将以大桥通车为契机，推动两地全方
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成都向南具有魅
力的周末度假旅游目的地。

A型列车是成都最轻的地铁列车。

养殖工人正在捕捞稻田虾。

成眉同城再加速
眉山天府新区锦江大桥试通行

压实“米袋子”拎稳“菜篮子”

泸州紧抓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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