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人大之声

6月16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
以科普展览、文化创作、互动体验、装备
展览等形式，设安全生产主题、安全生产
特色亮点、安全文化等7大展示区域。

“竹板声声多响亮，形式活泼又多
样。今天不把别的讲，就把那消防知识
唱一唱……”活动现场，一群小朋友来到
舞台中央，以快板形式，对安全知识进行
场景演绎，以轻松幽默的桥段科普安全
知识，迎来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2024年6月是第23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四川筛选了
《“掘”地求生》《谁是安检员？》《巴蜀少年
话安全》《生命之舟》等8个安全科普节目
进行展演。其中，获四川省2024年安全
生产应急科普情景剧第一名的《进入有限
空间畅通生命通道》也登上了舞台。

安全生产特色亮点展示区，“3·15”
雅江森林火灾、杉木树煤矿“12·14”透水
事故等典型案例，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
观看。尤其是“3·15”雅江森林火灾，通
过图文结合形式展示了四川依靠科技支
撑，为精准研判、精准指挥提供了保障，

实现由“经验判断型”向“智能分析型”转
变的生动实践。

在安全文化展区，知名书画家、学
生、教师围绕安全生产主题，现场进行书
画创作。“成都应急”围绕举报奖励、争当
内部吹哨人、安全常识科普等内容，精心
推出了科普手绘地图、安全心愿卡、安全
科普画册等作品，并为各行业安全生产

政策、安全科普宣传等提供咨询服务。
人气最旺的应急装备展示区，49件

装备，空天地一应俱全，许多都参与过救
援。展区中央“没羽箭”无人直升机和

“双尾蝎大型无人机”先后参与了“9·5”
泸定地震、“3·15”雅江森林火灾等救援
任务。过道上，一只应急消防四足机器
人(机器狗)引来不少群众围观拍照，该四
足机器人(机器狗)能在浓烟、有毒、暴雨、
高低温、冰雹等恶劣环境下完成侦察任
务，并具备负载作业能力，可为救援决策
提供可视化信息。

此外，四川省安科院等健全点面融
合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技术体系也引
来不少专业观众围观，该体系采用“北
斗+”监测系统+边坡雷达系统+无人机
自动巡检“三维一体”的智能化监测手
段，实现对重点区域、关键环节重大安全
生产风险进行识别监测和精准研判，让
科技为安全生产工作保驾护航。

据悉，宣传咨询活动以群众喜闻乐
见、互动性强的方式，把安全知识和逃生
技能送到群众手里，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和避险逃生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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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救助，
参与人员有群众、各级人大代表、相关部
门负责人等。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
动，最关心的问题是低保扩围增效如何
具体推动落实，以及社区里一名孤儿监
护责任的确认。”6月12日，在自贡市沿滩
区“人大123·代表零距离”实践活动现
场，区人大代表、沿滩镇开元路社区主任
雷敏这样告诉记者。

创新开展实践活动、架起有效沟通
桥梁、组建特色代表小组、精准把脉施策
……6月11日至13日，省人大常委会组
织中央及省级媒体赴自贡市进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践的集中采访，以自贡为代
表，记者看到了四川充分延伸人大代表
履职触角的多个“侧面”。

人大123·代表零距离
创新活动架起有效沟通桥梁

“在走访入户和接待群众中了解到，
部分家庭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成员
中有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造成经济特
别困难，有什么帮扶措施能让他们顺利
完成学业？”活动现场，人大代表程静提
出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该问题
很快便得到了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从前，我们人大代表搜集意见、建
议的主要渠道来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人大123·代表零距离’活动为群众、人
大代表、直属部门架起有效沟通桥梁，不
仅让我们的搜集渠道扩宽了，群众解决

问题也更方便了。部门直接负责人参与
进来后，许多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当场就
可以解决。”自贡市人大代表、市第十九
中学校长蒲翠联说。

如何常态化用好基层人大代表家、
站，提升代表履职平台活跃度？这是自贡
市人大常委会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4月起，自贡市
沿滩区人大常委会创新性地将每月第二
周的星期三确定为统一联系服务群众
日。截至目前，“人大123·代表零距离”
已开展了三场，每场活动均围绕着不同
的主题。活动场地按照“区乡联动、就近
就便”原则，以代表小组为基本单元，以

“1+12+N，线上+线下”互动模式，由区、
乡镇（街道）人大有计划安排各级人大代
表进家入站到院坝。

活动期间，各级人大代表会认真听

取意见建议、解答问题，并详细记录所反
映的问题。本次活动在仙市镇、兴隆镇
均有开展。

“其实，村民反映的大多是环境卫
生、交通道路、教育医疗等问题，看似小
事、琐事，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大事、难事
和烦心事。”仙市镇人大主席代磊说，活
动结束后都会及时将大家关切的问题进
行跟踪协调处理，帮助群众解决好“急难
愁盼”，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人大代表+网红达人
特色代表小组帮助企业发展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桃子
姐，这次又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新的特色
产品……1、2、3，上链接！”在位于自贡市
荣县的荣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记
者看到许多工人正在打包一批批等待发

货的商品，在他们身后的货架上，放满了
钵钵鸡、冷吃兔等特色小吃。一旁的房
间，则是这里的“网红”们直播的地方。

“别看我们荣县地方小，却有2名千
万粉丝量以及11名百万粉丝量的网络达
人。”说起这个，自贡市人大代表、荣县商
务局局长余洋显得有些自豪。

近年来，为了延伸人大代表履职触
角、深挖产业发展潜能，荣县人大常委会
组建了由县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
各级人大代表、网红达人等组成的陶、电
商等6个产业特色代表小组，制定代表联
系帮扶企业、联席会议等制度机制，指导
帮助企业创新发展。

余洋所在的便是“陶小组”，他介绍，
整个小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各级人大代
表，还有几名“网红”作为特邀专家加入，
在平台上有超千万粉丝的龚向桃（网名

“蜀中桃子姐”）便是在去年加入的。在
这样的机制下，代表们能够提出更多、更
符合当地发展实际情况的好建议。

以陶产业为例，借助丰富的土陶资
源以及良好的机制，特色小组推动政府
出台了《荣县“十百千万”电商人才培育
行动实施方案》《荣县进一步加快电商产
业发展实施意见》《荣县电子商务产业发
展扶持十条》，同时开展“十百千万”电商
人才培育计划。

在多方努力之下，2023年，荣县的
陶产业产值达到了20亿元，电商销售额
35亿元，税收近3000万元。其中，“蜀中
桃子姐”钵钵鸡调料全网销售突破10亿
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四川
中药材资源达9000余种，其资源品种数
和道地药材数均居全国第一。6月15日，
四川中药材产业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
——天府中药材科技馆在四川国际广电
大厦六楼开馆，标志着中国中药材科技

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天府中药材科技馆占地近500平方

米，通过文字图片展览、多媒体展演、实
物展示等，全方位、系统性地展示中医药
五千年发展脉络，新中国中医药产业发
展，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和21个市（州）

中药材产业历程、政策规划、种植分布、产
业规模以及道地药材等内容，综合运用视
觉、听觉、多媒体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地
诠释中药材丰富的知识和魅力。

四川省中药材科技协会会长丁艇表
示，未来，天府中药材科技馆将继续发挥

引领作用，积极推动中药材产业的创新
发展，为中药材科技与传统医药相结合、
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为全国
中药材种植企业、中药材销售企业、制药
企业等中药材及产品推介销售提供平
台、资源和服务，助力中药走向全球。

天府中药材科技馆开馆

代表+网红、代表+直属部门

四川延伸人大代表履职触角的多个“侧面”

应急装备展示。

市民学习急救知识。

正在直播的蜀中桃子姐（后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