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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10月
20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德阳市
人民政府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在产
业、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建立紧密合
作机制，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大引擎和全
方位同城化发展的示范区。

按照协议，双方将在产业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招商引资、社会事
业、人才交流等六个方面加强合作。其
中，围绕产业融合发展，双方将积极推动
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
经济、先进材料等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
现两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同时推动产
业链“链主”企业融通发展，深化两地龙
头企业合作，协同打造一批规模大、关联
度高、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围绕科技创
新，将有效整合科技资源，促进科技创新
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共建天府大道科
创走廊，合力打造成德创新创业服务品

牌；围绕社会事业，双方将深化教育、医
疗、政务合作，推动政务服务事项跨城通
办，实现“一件事”在一地一次办。

值得关注的是，在合作框架协议基
础上，双方管理的平台公司德阳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另行签订子协议，

明确共建成德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集群创
新中心，并举行了签约和揭牌仪式。

据悉，产业集群创新中心布局高端
能源装备产业领域，选址新川创新科技
园，拟由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负责管
理运行，将在产业集群建设、关键技术攻
关、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项目招引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
具体来看，双方将共建新型孵化平台，

为企业发展提供融合服务，并协同探索建立
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机制以及项目投资和
投后服务等合作机制；深度开展项目引进，
强化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项目导入，共
建项目库；围绕双方产业发展政策，互相推
荐、共建共享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储备人
才库；探索设立高端装备产业专项基金等。

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
造业基地、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和四川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德阳
市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正着力培育新
能源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材
料、医药等新兴产业。

德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高新区
是成都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创新创造的核
心区，数字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新经济发
展具有强大势能。德阳将以此次签约为
新契机，与成都高新区在产业、创新、金
融、招商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开
启两地协同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成都）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正式运行
温江一企业获颁首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吴冰清）“比我们
预想的快多了！”10月18日，成都某药业
公司从中国（成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领
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电子专利证，
这距离他们提交申请仅过了一个半月。

“时间就是效益，相比常规发明专
利申请程序，在保护中心申请，时间缩
短了很多，大大节省了企业成本！”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设立在温江的中国（成都）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2022年7月22日通过
验收以来，帮助企业成功获取专利授权
的第一个案例。

据温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7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批复同意在温江建设中国（成都）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由成都市市场监管
局、温江区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区市场
监管局具体牵头实施。温江区相关部
门组建了工作专班，克服疫情影响等因
素，于2022年4月提前一个月实现项
目竣工，并于7月22日圆满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验收。

目前，该保护中心不仅针对生物和
新材料领域开展专利预审业务，而且还
建立了审查确权、行政执法、维权援助、
仲裁调解、司法衔接相联动的产业知识
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进一步满足企
业对于生物和新材料产业方面的知识
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
急迫需求。

“建在温江的成都医学城入驻了众
多医药生物企业，这些企业对于专利申
请和确权有很大的需求，保护中心的建
立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和
顾虑，将为温江打造西部领先、全国一
流、世界知名的医药健康产业高地发挥
重要作用。”该负责人表示。

据悉，通过该中心进行专利快速预
审申请，审查周期将大幅度缩短，发明
专利由24个月左右缩短至2-4个月，
实用新型专利由7-8个月缩短至1-2
个月，外观设计专利由3-6个月缩短至
5-7个工作日，大大提高专利的授权周
期，切实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成都高新区携手德阳市
共建成德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集群创新中心

成德同城化又有新动作。图为揭牌仪式现场。成都高新区供图

记者10月21日从中核集团核工业
西南物理研究院获悉，我国新一代“人
造太阳”HL-2M“托卡马克”装置近日
取得突破性进展，等离子体电流突破
100万安培（1兆安培），创造了我国可
控核聚变装置运行新纪录。中核集团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所副
所长、HL-2M实验负责人钟武律表示，
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核聚变研发向着
聚变点火迈进重要一步，可在此基础上
常规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衡量核聚变装置及核聚变研究水
平有三个参数：燃料的离子温度、等离
子体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只有三个
参数的乘积超过特定数值，才能够实现
真正的核聚变。而等离子体电流的大
小将显著影响三个参数中的等离子体
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

“我们的托卡马克装置其实就是在一
个大型真空容器里面注满气体，然后把气
体电离变成等离子体，再用强磁场把带电
粒子控制住，让它在真空容器里面悬浮起
来。”钟武律说，要让未来的托卡马克聚变
堆运行，等离子体电流必须超过1兆安。

钟武律介绍，新一代“人造太阳”

HL-2M是我国研制的磁约束可控核聚
变实验研究装置，它采用先进的“托卡
马克”结构与控制方式，等离子体电流
强度的设计能力可提高到2.5兆安培以
上，等离子体离子温度可达到1.5亿摄
氏度，规模和参数能力均超过以往，能
实现高密度、高比压、高自举电流运行。

等离子体电流强度是“托卡马克”
核聚变装置的核心参数，这种类型的核

聚变堆必须要在1兆安培电流基础上稳
定运行。达到这一条件对我国深度参
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及自主
设计运行聚变堆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HL-2M将继续有条不紊开
展后续实验工作，冲击更高的等离子体
电流和离子温度等参数，全面提升核聚
变三参数，实现我国“人造太阳”研究新
的飞跃。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

我新一代核聚变装置创造运行新纪录
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等离子体电流突破1兆安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在四
川线下消费也有望实现赔偿先付服
务。10月17日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出
台的《四川省消费环节赔偿先付指引
（试行）》正式实施。

消费环节赔偿先付，是指场所、平
台经营者与场所、平台内的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消费
者投诉赔偿先付协议（条款），当出现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而销售者或
者服务者故意拖延处理或者无理拒绝
赔付，以及因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撤场等
情况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赔偿时，由场
所、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进行先行赔
付。商场、市场和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
进行赔偿先付后，可以依法或者依约定

向有关销售者、服务者进行追偿。
记者了解到，赔偿先付范围主要包括

因商品、服务的数量或质量问题而引起
的商品或者服务价值损失；消费合同中
规定的违约金、赔偿金；因售后、安装等
问题而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消费合同
中约定的其他适用于赔偿先付的内容。

消费者需要提供消费凭证、损害证
明，符合维权时效并确实存在维权受阻
的情况，便可提出“赔偿先付”。在这种
情况下，消费者可以直接向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索赔；销售者、服务者已撤场或
者消费者对销售者、服务者的处理结果
不满意的，可以向场所、平台经营者投
诉。场所、平台经营者接到投诉后，应
当及时安排专人处理，组织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与消费者进行协商。

协商一致的，场所、平台经营者要组
织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并督促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及时履行协议；协商不能达成一
致，而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确实存在过错或
者存在部分过错或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的，场所、平台经营者依据过错比例
按照赔偿先付承诺向消费者先行赔付。
赔偿先付方式主要包括对商品进行修理、
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购
货款项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

记者了解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消费者协会）
建立《赔偿先付承诺单位名录库》并主
动公开，实行动态管理，愿意赔偿先付
的场所、平台经营者，可向属地县（市、
区）市场监管部门、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消费者协会）备案。

四川推行消费环节赔偿先付线下消费也可享受

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托卡马克”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