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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中国
聚焦2022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活动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水利厅获悉，四
川今年将开工建设引大济岷、向家坝灌
区一期二步、三坝水库、米市水库、黄河
干流四川段防洪治理、毗河二期等6个
纳入全国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工程。

据了解，这6个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总投资1175亿元。其中，作为四川省

“一号工程”的引大济岷工程是国家重
大引调水工程，建成后该工程将满足成
德眉资（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绵阳、
遂宁、内江7市40个县（市、区）供水，

受益浇灌面积达1400万亩，供水区人
口约3500万。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郭亨孝介绍，四
川将重点推进“一主一片”骨干水网建
设，抓好引大济岷、安宁河流域水资源配
置打捆工程，启动长征渠工程，以引大济
岷和长征渠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
质量发展天府水网“大动脉”“新干线”；
推进罐子坝水库及供水、引雅济安、永宁
水库等重大工程规划和前期工作。

据介绍，今年，四川还将加快推进

亭子口灌区一期、江家口水库等49个
在建大中型水利工程，持续推进已完工
工程验收投运，推动紫坪铺等重大水利
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强化水利投融资创
新，出台《关于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
大水利投入的意见》，争取各级财政投
入，积极申报落实政府债券、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扩大水利信贷资金、加
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探索推进水利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
点。 据新华社

开好局起好步

清澈透亮的青白江水从村落间流淌
而过，步入成都市新都区水梨村。稻田
中，三四只鸭子欢快地嬉戏着，游客和市
民漫步于乡野之间，深度体验着大美田
园的乡村美景。

水梨村所处的区域，正是成都市新
都区清流镇去年5月开工建设的“泉印
心都”重点项目的核心区域。作为新都
区重大农业产业项目，“泉印心都”以“十
泉十美·林盘公园”为规划定位，以清流
粮蔬基地、清泉田园为载体，由水梨村整
合57个可利用林盘，与海南绿翠公司成
立村企合资管理公司。

“我们通过村企合作共同推进项目
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参与开发打造。”四
川绿翠心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资源部部
长张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项
目仍处于建设过程中，预计今年9月近
1000亩的“泉印心都”首开区将基本建
设完成，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全面开放。

当前，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
的“榜样中国·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
人物活动”投票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今年
新设立的“2022四川十大城乡融合案例”
榜单中，“泉印心都”位列其中。

“泉印心都”在城乡融合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未来将呈现怎样的效果？2月
6日，记者来到新都区清流镇水梨村，实
地探访当地的蜕变之路。

引进新业态
推动川西林盘产业升级

“吸引我们落地新都的，正是这里
一望无际的稻田、麦浪和丰富的川西林
盘资源。”张韬告诉记者，“泉印心都”整
体项目涉及水梨村、柳泉村、九龙村及
清流社区等，规划总面积约17000亩，
计划总投资80亿元，总体定位“十泉十
美”林盘公园，预计将用5至8年的时间
整体呈现。

川西林盘作为蜀地特有的文化符号，
近年来，凭借其优越的生态文化价值已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成都联城带
乡、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我们结合成都
市公园城市建设理念，植入了川西林盘
的传统文化，将17000亩划分为10个产
业组团，规划建设集高端有机种植、文教
旅游体验、健康度假养生、共享休闲民宿
于一体的农商文旅体的特色林盘公园。”
张韬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泉印心都”
首开区将整体呈现，首开区占地约1000
亩，定位为农博林盘，核心产业将以现代
农业和乡村研学为主，以农促学，以农兴
产，打造具有新都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
样板。

发展现代农业同样离不开核心产
品，公司还将目光瞄准了新都当地名优
特产紫皮大蒜，制定生产、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计划，打造“泉印心都”特色
农产品牌。

另一方面，在乡村研学领域，项目还
规划建设了“绿翠乡学中心”“嘎嘎梦工
厂”等综合配套设施，针对市民游客及研
学群体，提供农业研学、工艺体验、研学
住宿等多方面服务。

政府引导市场参与
盘活林盘资源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2022年5月，“泉印心都”正式开工
建设，同年，公司与水梨村成立“泉印心
都”村企合资平台公司，建立完善的“保
底+营业额分红+超额再分红”村企合作
投资、建设、运营机制，同步保障集体经
济利益，共同推动下一步土地、林盘资源
合作。

清流镇水梨村党支部书记骆红琼告
诉记者，村集体经济联合社与四川绿翠
心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流转农用地
1500余亩，开展农业生产联营，实施稻
鱼综合种养，盘活闲置林盘院落5个，实
现村集体年年壮大、村民户户增收。

“村民除了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用
以外，还可以在项目上就近务工，未来还
将获得分红。”骆红琼表示，借助项目发
展的契机，今年，水梨村还将启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持续美化城乡环境，优化乡
村宜居环境。

张韬介绍，2023年，项目将围绕休
闲农业、体验农业、研学农业有机融合，
推动首开区立体农业种养、新蒜等特色
规模农业规划落地，以争取土地整理项
目为契机，启动打造绿翠乡学中心、嘎嘎
梦工厂、沿江林盘等特色产业和夜经济
项目，呈现沉浸式田园消费体验场景，立
体推广“泉水家族·清流四宝”农业品牌、

“乡学”研学品牌，形成农、旅、研学乡村
振兴示范样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摄影报道

打造川西林盘价值高地
成都新都区“泉印心都”首开区预计9月整体呈现

投资超74亿元达州绕西高速全线动工

四川6个重大水利工程将于今年开工建设

“泉印心都"航拍图。

水梨村内的民居。

成渝双城医保服务站揭牌
18项服务可异地办理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刘春华）2月8日下午，成渝双城医保
服务站揭牌仪式在成都市举行。今后，包
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
员备案”等18项医保事务，都可以在双城
医保服务站异地办理。

为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医保公
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方便成都和重庆两市
参保群众异地办理医保业务，从今年2月
起，成渝两地共选取10家条件成熟点位，
同步启动双城医保服务站试点。具体为：
重庆、成都各自选择一家区级医保经办机
构开辟成渝经办专区，负责受理居住在本
地的对方参保人员办理相关医保经办业
务。同时，借助银行、定点医疗机构等第
三方机构帮办代办两地参保人员相关医
保经办业务。

重庆市、成都市医保部门首批建设双
城医保服务站各5个，总计10个。服务站
将以国家医保局《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清单》为范本，结合“川渝通办”相
关医保要求，经办两地医疗保障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18项。此外，可在本地医保部门
指导下，根据实际拓展业务办理范围，为本
地参保群众提供个性化医保服务。

据悉，成渝双城医保服务站借助银
行、定点医疗机构等社会力量经办异地医
保业务，在现有医保服务能力基础上实现
医保服务事项“异地办、就近办、马上办、
帮助办”，在全国范围内系首创。后期，根
据两地参保群众实际需求、业务经办情况
将逐步增设点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 罗轩）2
月8日，记者从蜀道集团获悉，由蜀道
集团所属川高公司主导，四川路桥交建
集团、成都华川联合出资建设的达州绕
西高速项目启动全线建设。

达州绕西高速项目是四川18个地
级市绕城环线之一，为达州城区各发展
组团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全长
38.252公里，概算投资74.78亿元，采
用BOT模式实施，建设工期4年。

该项目桥隧比达53.96%，由主线
加支线组成。主线呈南北走向，起于达
州市通川区安云乡，止于达川区罐子
镇，全长31.981公里，双向四车道，设

计时速100公里；西外支线呈东西走
向，起于主线大堰镇附近，设隧道穿越
铁山后接规划城市道路金南大道西延
线，全长6.271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
时速80公里。

达州绕西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主要有“两隧两互通”，“两隧”包括
铁山特长瓦斯隧道和贤坡顶分离式隧
道；“两互通”包括安云枢纽单环式变形
苜蓿叶落地互通和大堰枢纽双T组合
型落地互通。

该项目自2022年9月实现控制性
工程正式开工以来，截至目前已完成投
资超10亿元，占总投资的14%。

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完善四川省高
速公路网，对于建设四川省东出北上综
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接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合作示范区，推动
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项目建成将提高达州市过境
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城市出
入境交通的便捷转换，成为达州城区各
发展组团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设置
的西外支线将打通达州市向西出行的
快速通道，加强达州市铁山以西与达州
市的联系，对达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