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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越欣 李庆）
9月11日，“万千气象看四川”三季度集
中采访活动启动。接下来一周，来自中
央在川媒体和省市主流媒体记者将兵分
三路前往四川12个城市实地探访，聚焦

“巴蜀文化”主题，全面展示四川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

启动仪式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

行，主会场设在具有深厚巴蜀文化底蕴
的眉山三苏祠博物馆，20个市（州）设分
会场。其中，设在广元翠云廊和资阳市
博物馆的分会场与主会场连线。集中采
访活动涉及南、北、东3条线路，分为体
验多彩非遗、漫游千年蜀道、探寻魅力石
窟3个主题，涉及眉山、雅安、乐山、自
贡、广元、绵阳、德阳、成都、资阳、南充、
达州、巴中12个城市点位。

此次集中采访，将突出巴蜀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组织记者深入非遗传承
保护基地、蜀道现场、石窟所在地，深入

发掘四川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做好历史
文化挖掘、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文旅深
度融合大文章，推动巴蜀文化绽放时代
光彩的新举措、新成果；报道四川以新气
象、新作为推动巴蜀文化传承发展，着力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新高地，奋力
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巴蜀新篇章的生
动实践和创新经验。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蜀
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
文化强省建设，准确把握巴蜀文化在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坚

决扛起赓续中华文脉的历史重任。进入
新时代以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
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迈上新台阶，
全省在推进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推进非遗保护数字化、文物保护利
用、蜀道文化核心区和集中展示地打
造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效，多项成果
位居全国前列。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5名巴蜀文化领域
资深专家进行全程指导，对各地特色亮
点进行解读。

点开手机APP上的智慧农场，田地
里“耕种管收”一键完成；乡村全景VR上
线，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美景和民俗
风情；越来越多村民化身带货主播，“川
字号”农产品乘“云”销往全国……巴蜀
大地上，一幕幕生动场景正诠释着数字
经济为乡村发展带来的新动能。

9月9日，2024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
作推进会在四川绵阳召开。当天，来自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司局、各省
（区、市）网信办以及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的150位代表齐聚，实地考察绵
阳数字乡村建设，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
中，感受数字赋能下的四川乡村新风貌。

以“数”治村
打开乡村旅游更多可能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铁炉村是考察
第一站，幽静古朴的村庄里，数字化元素
已深度融入乡村生活的每个场景。

村中心的公共图书馆铁炉书院建起
了“数字阅览室”，初步实现了书屋管理
智慧化、数据可视化。目前该村2700多
名村民已录入书院系统成为会员，可以

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借书，一体机扫描二
维码还书。

而在相隔不远的铁炉商城，新农人
主播正面对镜头热情洋溢地介绍着蘑
菇、蜂蜜、木耳等当地的优质农产品。铁
炉村党总支书记涂先国介绍，去年村里
农特产品通过电商直播销售，村民人均
增收超过5000元。此外，村里还建立了

“印象铁炉”小程序，游客可以在“铁炉优
选”板块预订民宿、餐饮，购买铁炉商城
内的特色农产品等。通过数字铁炉平
台，村委会工作轻松了许多，可以方便快
捷地进行数据统计、信息发布、平安监管
等，村民可以在小程序上办理信息查询、
一键报事、生活服务等业务，基层管理服
务水平因此大幅提升。

种养有“数”
构建生猪全产业发展链条

进入绵阳市三台县的国家区域生猪
种业创新中心，映入眼帘的三块数字大
屏，分别对应着猪小云生猪数智化管理
平台、猪小云生猪种业监测平台、猪小云
生猪育肥监测平台。

“在大型养殖基地前端，我们安装了
具有AI盘点功能的摄像头，可以及时查
看全县生猪的生产情况。”顺着三台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霞手指的方向，能繁
母猪存栏量、育肥猪存栏量等数据在数
字大屏上清晰可见。

同时，平台链接了全县千头以上种
猪场，把种猪场自己的数字管理系统接
入平台，实时监测养殖场内部情况，掌握
大型种猪基地主要生产指标。

该中心的“基因大数据评估实验室”
吸引了记者注意。实验室里仅有一块显
示屏和几台电脑，但其背后却拥有四川
第一套面向畜禽种业的超算集群。“我们
通过收集全省的种猪表型和基因型数
据，利用最前沿的算法开展遗传评估，以
此提高育种效率和良种覆盖率。”生猪基
因大数据评估实验室科研人员崔晟頔介
绍。有了数字技术支持，畜禽养殖更加

“心中有数”。

“数字管城”
助力城市治理提质增效

来到游仙区中国科技城大数据中心，

生动逼真的数字人“游小仙”当起了解说
员。据“游小仙”介绍，近年来，游仙区按照

“一云、一网、一中心、N应用”总体发展架
构，大力推进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
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我们通过数字建模技术，搭建了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CIM平台），全面加强
对老旧小区房屋、井盖、燃气等领域的安
全监管，城市治理提质增效。”绵阳市游
仙区大数据中心负责人唐凯介绍。他以
井盖安全监管为例，游仙区先期在城市
道路的1884个井盖下安装了物联网传
感器，当某一个井盖发生位移、破损等异
常时，便会立即向平台发出报警信息，平
台会及时将信息推送给巡护人员。

唐凯介绍，不仅是在城市，CIM平
台现已逐步应用到乡村治理，在乡村产
业发展、河流防洪治理、传统文化保护等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游仙
区也将基于该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区应
用系统、接入更多物联感知设备，并回流
省市共享数据，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贡
献数字化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扩大覆盖面
“两类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范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
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
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
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四川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拟将“两类人员”纳入生育
保险参保范围，其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
数按照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基数确
定，缴费费率与各市（州）和省本级（以下
简称“各地区”）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费率
保持一致。

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即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四川省职工基本
医保时，可以选择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
险关系应与职工基本医保关系保持一
致，由个人在缴纳职工基本医保费时同
步缴纳生育保险费。

领取失业金期间的人员（即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间的参保失业人员）在参加
职工基本医保时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
其失业保险关系所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代缴生育保险费，所需资金从失业保
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

待遇如何落实？
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这样领取

生育保险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对应。
那么，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期间人
员如何参加生育保险，其生育保险待遇
如何落实呢？

据了解，“两类人员”生育保险待遇
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需资
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领取
失业金期间的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后，按
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不再享受原由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补助金。

其中，生育医疗费的支付条件与各

地区职工基本医保保持一致，支付范围
包括：产前检查费、生育的医疗费、计划
生育的医疗费用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项目医疗费用。支付政策与各地区单位
参保职工保持一致。

生育津贴的支付条件为：“两类人
员”分娩或终止妊娠当月省内生育保险
处于连续参保12个月（含）以上。支付
标准与各地区参保职工保持一致。支付
政策为：“两类人员”生育津贴由医保经
办机构按规定支付给个人，其享受生育
津贴期间必须处于生育保险参保有效状
态，原则上需在分娩或终止妊娠后12个
月内申领。

生育津贴计发标准按照分娩或终止
妊娠时的参保身份确定，与产假期间的
工资不重复享受。

切实保障权益
适时稳步提升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切实保障

参保人员权益。各地区要持续强化生
育保险经办服务能力，做好生育保险参
保登记和保费征收，实现生育医疗费
用“一站式”直接结算，简化生育津贴
申请、审核、资金给付流程，做好生育
保险参保和待遇核准支付等经办管理
服务工作，确保参保群众及时、便捷享
受待遇。

同时，要深刻认识做好生育保险工
作对于贯彻落实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
大意义，并按全省统一部署，结合基金运
行情况，适时稳步提升生育医疗费用待
遇，做好政策解读和信息发布，及时倾听
民意，回应社会关切。

目前，相关政策已在省医保局网
站公开，征求意见日期为：2024年9月
10日至10月9日。其间，公众可将相关
建议及理由以书面形式（本人签名或单
位加盖公章，注明联系方式）反馈至省医
保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聚焦巴蜀文化主题

“万千气象看四川”三季度集中采访活动启动

四川拟将“两类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

一村、一中心、一平台

看四川数字乡村建设释放新活力

9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四川拟将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
期间人员（以下简称“两类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并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目前，省医保
局、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四川省税务局等单位正联合就相关政策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聚焦巴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