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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
述精神，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
际，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宣传发
布2023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

钱素云、陈雨佳、宋寅、孙金娣、王
霜、杨浪浪、石丽平、宋晓玲、武桂珍、徐

崇彦10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光荣入
选2023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她们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对党忠诚、信念坚定，自信
自强、敬业奉献，有的以精湛的医术守
护人民健康，有的在高水平科技前沿阵
地勇攀高峰，有的投身乡村振兴带领村
民增收致富，有的站在三尺讲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有的扎根基层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群众，有的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
青春力量，有的作为中国女足“领头雁”
为国争光……她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厚植为民情怀，用坚定信仰诠释初心，
用实际行动担当使命，谱写了“巾帼心
向党 奋进新征程”的壮丽华章。

广大妇女表示，要向“最美巾帼奋斗
者”学习，学习她们爱党报国、信念坚定
的政治品格，学习她们爱岗敬业、追求

卓越的奋斗精神，学习她们扎根基层、
恪尽职守的优秀品质，深刻认识“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
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
斗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贡献巾帼力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芮雯）产业
技术创新平台作为集聚创新资源、推动
技术革新、支撑产业发展的引擎载体，
是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攻坚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3月 8日，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
获悉，由成都轨道集团下属成都轨道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车
旗下A股上市公司株洲时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西部
材料与工程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
新中心”），于7日在成都正式揭牌成
立，标志着行业领先的以城市轨道交
通新材料研发、减振降噪系统解决方
案研究为主的创新研发平台落地成

都，将有力驱动成都市轨道交通产业
“建圈强链”提质增效。

据悉，创新中心将以轨道交通新
型材料研发、减振降噪研究和数据平
台构建为重点方向，致力于在智能材
料研究、复合材料开发、系统减振技
术方面形成核心优势，通过增强科技
创新赋能、提升创新成果转化，着力
孵化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
家级科技成果，有力推进成都轨道交
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成都
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未来，创新中心将有效整合双方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产品研发、装

备制造、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全力打造成为在轨道交通轻量化、减振
降噪新材料等细分领域中，具有领先地
位的科研及成果转换一体平台，同时汇
集城轨新材料领域顶尖研发机构、龙头
产业公司及海内外资源，孵化形成面向
全球市场、覆盖全产品线的城轨新材料
及减振降噪产业组团。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
续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推动以
城市轨道交通新材料研发、减振降噪系
统解决方案研究为主的研发、孵化及制
造一体化产业布局落地成都，积极打造
系统化专业型集成供应商，为城市轨道
交通环保、绿色发展和市民美好生活保
驾护航。

三方共建天府动力源重点片区
打造航空全产业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3月7
日，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与成都市
青羊区人民政府、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
府举行《共建天府动力源重点片区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三方将共同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共建天府
动力源重点片区，协同打造形成全国策
源转化能力最强、产业链条最完备、上下
游协同配套效率最高的航空全产业链。

天府动力源重点片区将聚焦“科技创
新和制造业发展”，整合区域优势资源，
强化“一源三片”和项目集群规划布局、统
筹建设，突出一体化设计和差异化发展，持
续深化航空产业“研发+制造+维修”与“整
机+发动机+配套”协作共赢和“四链”融合，
促进公园城市高品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
共享，积极构建航空产业协同创新网络。

作为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
点工作之一，“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而在守护青山绿水的具体实践中，
更多科技手段也在发挥巨大作用。

3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3年来，四川
省市两级投入10亿元用以提升监测能
力，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其中，大气颗粒物及光化学组分站
（以下简称“超级站”）的建设，为科学治
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提供了有力支
撑，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雷毅
介绍，目前，全省在15个重点城市规划
布局的超级站，将在年底前全部建成运
行。届时，全省范围内将基本形成超级
站监测网络，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可监测150余种指标
是全面体检空气质量的“超级医生”

要对症下药，就要查明病因。例
如，针对细颗粒物（PM2.5），其中的钾元
素来自秸秆等生物质的燃烧，钼元素主
要来源于冶炼行业的废气排放等。

“与常规六参数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相比，超级站更像一名全面
体检的‘超级医生’。”雷毅介绍，大气
超级站主要是对细颗粒物（PM2.5）和臭
氧（O3）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性污染开展
多来源、多因子、多维度、多手段、多过
程的实时监测，可24小时连续不间断监
测大气中近150种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组分及浓度，获取典型组分和特征元
素的浓度。

这样的精准监测，对于四川而言，
很重要。

雷毅进一步介绍道，由于四川盆地
特殊的地形、气象以及产业、能源、交通
结构等综合因素，大气污染防治已经进
入“深水期”，需要动真碰硬“啃硬骨
头”，一微克一微克地抠。通过对这些
组分分类识别，进行污染物来源解析，
就能说清大气污染是由哪些污染物构
成，揪出污染“元凶”，实现靶向管控。

已有8个超级站建成使用
有效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川从2020年加大超级站建设力
度，目前，已在全省15个重点城市规划
布局超级站。其中，成都、自贡、泸州、
德阳、绵阳、宜宾、广安、达州的超级站

已投入使用；攀枝花、遂宁、内江、乐山、
南充、眉山、资阳的超级站将于今年底
前建成运行。

大气超级站在实践中正发挥着巨
大作用。

2022年4月，自贡市出现一轮大气
污染过程，超级站监测数据显示，PM2.5
组分中钾、硝酸根、铵等表征生物质燃
烧特征离子大幅上升。有关部门结合
空气网格化站点及雷达平扫结果，“锁
定”秸秆燃烧污染带，巡查管控后，污染
过程随即终止，污染程度明显下降。大
气超级站在找准污染因子、实现精准管
控方面，有效支撑了防治工作。

“超级站还可以为区域空气环境质
量预报、重污染过程预警提供更加准确
的支撑。”雷毅补充道，2022年，全省未
来 3 天空气质量等级预报准确率为
89.3%；以绵阳为例，超级站建成后，空

气质量等级预报准确率达到了95%。

数据汇入四川省空气质量决策平台
将完成超级站组网工作

整体上看，目前，四川省共有308个
国、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分
布在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每25平方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实时监测县级及以
上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通过与气象等部门紧密合作，西南
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已建立起
来，实现了省级层面未来14天空气质量
等级预报、地级市未来7天主要污染物
浓度预报。

如何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布局之中，超级站是重要科技力
量。雷毅透露，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四
川省15个重点城市超级站建设工作，
并把数据汇入四川省空气质量决策平
台，完成超级站组网工作，解决数据来
源问题。

此外，还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全面系
统分析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地区的
细 颗 粒 物（PM2.5）和 臭 氧 前 体 物
（VOCs）不同组分的成因与来源，分析
污染过程与气象条件间的相互影响，精
准判定四川盆地内大气污染形成的原
因与污染物传输路径。

“我们将深度挖掘监测大数据，释
放监测数据价值，形成数据成果。”雷毅
说，通过利用数据成果，对重点排放源、
关键特征污染物及重点管控对象，实施
精准管控，并开展预测预报及防控对策
成效评估，更好地服务各级党委政府环
境管理、环境执法、环境决策等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被称为“超级站”的大气颗粒物及光化学组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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