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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近日，成都
轨道交通27号线一期工程第二批14座
车站移交，标志着全线23座站全部实现
高质量移交运营公司，为年底开通运营
奠定坚实基础。

成都轨道交通27号线一期工程北
起新都区石佛站，西至青羊区蜀鑫路
站，是成都第二条全自动运行的地铁线
路，也是成都地铁首条具有高架区间的
全自动运行线路，全长约24.86千米，设
车站23座，其中6座为高架站，17座为
地下站。建成后将加强成都北部区域
与中心城区联系，提升成都市快速轨道
交通出行服务水平，进一步改善沿线居
民公共交通出行条件。

据了解，27号线一期工程建设面
临着工程跨区长、工期时间短、交叉作
业多等多项困难，为顺利完成车站移
交的节点目标，建设公司组织参建单
位定期召开车站移交专题推进会，强
化场内过程转运，切实提高现场组织
效率。同时，制定“一站一策”施工方
案，确保车站移交消缺整改工作高质

效推进。
建设过程中，建设团队时刻紧绷安

全之弦，针对雨季施工情况，制定专项
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开展应急演

练，严格检查监督，确保了降雨期间建
设现场安全可控。

“我们在27号线运用了站后工程智
慧管理平台，给项目装上‘智慧大脑’，

它集成项目协同、进度跟踪、质量与安
全管理等功能，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加
强跨部门协作，形成集监测、监控和管
理为一体的智能化平台。”

27号线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高效
率推动轨道交通建设，建设团队采取多
种“黑科技”赋能项目生产。通过引入

“5G轨行区调度指挥系统”，实现隧道
信号不“失联”，使轨行区调度指挥更
加及时精准。同时，应用CPIII测量技
术，对整体道床轨排进行精调，确保列
车平顺稳定运行；采用SAC（智慧装配
式施工）技术，形成设计建模、工程生
产、智慧调度、现场装配的全过程装配
链条，工效提升40%，项目整体装配施
工率达85%。

目前，27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车站已
全部移交，系统联调全部完成，正在进
行消缺整改及相关行政验收准备工
作。后续，27号线一期工程将冲刺“最
后一公里”，全力保证年底开通运营的
目标，推动轨道与城市深度融合迈向新
阶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不少车主
的“充电焦虑”也随之而来，停车场车多
桩少、找桩难、排队时间长，成了新能源
车主们的“头号问题”。

“如今只需打开手机扫码确认，‘移
动充电宝’就会自动来到车辆旁边进行
充电。”10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四川摩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获悉，新能源汽车“移动充电宝”年底前
预计在蓉投放上百台，将为车主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走进龙泉驿区西河街道的四川摩洋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厅，就能看到停
放着的新能源移动充电车。小小的车子
外观时尚，以白色为主基调，看上去简单
大方，小巧灵活，可以在大厅自由穿梭。

工作人员现场示范了“新能源移动
充电车”的操作方法：通过扫码下单或
者手机端下单，充电车会在运营人员的
操作下前往需要充电的车辆旁边，车主
只需要将充电线插在车上的充电口即
可开始充电，大概30分钟就能充上
70%-80%的电量。

“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机场、
老旧小区、加油站服务区等地投放了
200多台。”四川摩洋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赖罗宾介绍，新能源移动充
电车整车使用激光雷达导航，具有场内
路径规划、自动驾驶等功能，同时融合
了分布式储能、快速充电桩、AMR智能
移动机器人等产品属性，可实现
90-180kW快充快放，补能可实现
120kW快充。相比于人找桩、人找换
电站这两种补能方式，新能源移动充电
车更便捷、更灵活，让“车找电”变成了

“电找车”，这一创新解决方案有效地解
决了“最后一公里充电圈”的问题。

“公司于去年底将总部落户在了成
都龙泉驿区，正计划同时落户研发和生
产基地，预计明年将正式落地。”赖罗宾
表示，今年年底前，还将在成都范围内
的小区、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景点等
投放上百台新能源移动充电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月

开通运营前的一道重要工序——轨排精调。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供图

成都轨道交通27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车站完成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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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移动充电宝”
今年将在蓉投放上百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奕）10月9
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四川正加快
规范全省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以下
简称门诊慢特病）管理，推进建立全省
统一的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将长期
或终身需要在门诊治疗的慢性病、重
大疾病纳入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切
实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目
前，相关政策正通过省医保局网站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

据悉，目前全省基本医疗保险以
市级统筹为主，各地门诊慢特病政策
不一，病种范围、认定标准不一，影响
参保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此，省

医保局起草了规范全省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的征求意见稿，
提出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保障
政策，实施公平适度的基本医疗保障
政策，缩小地区之间差距，提升制度的
均衡性和可及性，进一步减轻群众门
诊医疗费用负担。

征求意见稿提出，全省统一的门
诊慢特病保障政策，适用于全省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全体参保人员。全省将按照国家
规范化管理要求，对门诊慢特病病种
名称、认定依据、支付范围及待遇保
障等进行规范统一。同时，还将做好
与普通门诊统筹、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单行支付药品以及原有门

诊慢特病相关政策的衔接实施综合
保障。

全省统一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
后，纳入全省基本医保门诊慢特病管
理的病种应满足以下条件：临床诊断
及诊疗方案明确，并且主要治疗药品
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病程较长、
对健康损害大、医疗费用较高普通门
诊统筹难以保障或病情较重但已过急
性期、病情相对稳定、需要在门诊长
期治疗的疾病；疾病与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需要
在门诊长期治疗的其他合理情形。更
多详细政策内容，公众可前往省医保
局网站查询征求意见稿。

为群众医疗费用“减负”

四川拟统一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

打造中国首个电影IP智造创想体

成都星桥光影中心项目开工
城市构建电影，电影赋能城市。

10月9日，以电影产业为主题的星桥
光影中心项目开工，成都市中心的古
老街道上将再添一座文化地标。

成都电影历史悠久，自1924年首
家电影院诞生以来，电影便逐渐走进
市民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于1961年的星桥电影院，更
是承载了无数成都人对电影的热爱与
回忆。

星桥电影院位于九眼桥边的星桥
街，星桥光影中心在原址重建，不仅是
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前瞻。

据项目方负责人介绍，项目将以
“打造中国首个电影IP智造创想体”为
目标，深入挖掘天府文化特色，增进公
众对天府文化的认识与喜爱。结合现
代科技手段，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电影IP品牌。

同时，项目还将积极引入国际先

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
成都电影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文化
传承层面，项目将通过电影这一生动
载体，展现古蜀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
特魅力，还规划定期举办电影节、专业
论坛等活动，为电影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提供广阔平台。

星桥光影中心项目占地面积约
3918.6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万余平
方米，总投资3.2亿元。尽管体量不
大，但项目却蕴含着巨大的品牌价值
和市场潜力。项目将引入国际电影
IP品牌和创制机构，规划建设电影IP
内容孵化中心、电影 IP经纪中心、电
影IP交易中心及天际电影交流空间、
电影节展交流中心、露天展映中心、
电影艺术博览中心、电影主题酒店等
多个产业载体。

其中，“世界电影超级 IP体验中
心”和“超级电影MALL”是项目的两

大核心引擎。前者将汇聚全球顶尖的
电影IP品牌，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电
影体验；后者则是一个集电影放映、购
物、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空间，将
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际化电影
文娱产业基地，助推成都电影产业建
圈强链，推动全市电影产业转型升
级。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电影制作技
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成都电影产业的
整体竞争力，实现小体量创造大价值
的目标。

接下来，成都将通过加强精品力
作打造、塑造行业品牌、加速“建圈强
链”、出台专项政策等手段，抢抓影视
产业风口和机遇，推动高质量建设

“影视之都”，打造西部影视产业新高
地，借助影视产业进一步提升城市美
誉度和吸引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