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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柴枫桔）11月3
日，记者从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获悉，近日，都江堰灌区一年一度的岁
修工作全面拉开序幕。

据了解，今年的岁修工作从10月
30日开始，持续到12月15日结束，预计
投入资金2400余万元。值得一提的
是，为保障冬季灌区用水需求，今年岁
修都江堰内江总干渠及柏条河、走马
河、沱江河、徐堰河、沙沟河等6条重要
干渠不断流，其余部分渠道将采取分时
段断流和分时段限流等措施兼顾岁修
和保供。

清水河、府河（东风渠渠首枢纽以
下）、东风渠总干渠、沙黑总河将分时段
断流，其中，清水河断流时间为11月28
日至12月5日，共计8天；府河（东风渠渠
首枢纽以下）、东风渠总干渠断流时间
为11月18日至25日，共计8天；沙黑总河
断流时间为11月20日至26日，12月11日

至15日，共计12天，每天2小时限流。
蒲阳河、人民渠干渠、府河（东风渠

渠首枢纽以上）、江安河、黑石河将分时
段限流，其中蒲阳河限流时间为10月
30日至11月20日，限流（25-40m3/s）
22天；人民渠干渠限流时间为10月30
日至11月20日，限流（15-25m3/s）22
天；府河（东风渠渠首枢纽以上）限流时
间为11月18日至25日，限流（3m3/s）8
天；江安河限流时间为11月16日至
30日，限流（8m3/s）15天；黑石河限流
时间为10月30日至11月18日，限流
（6m3/s）20天。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岁修工作除了完成
河道清淤、渠堤修补等常规工作外，还
将对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等进行维修
养护，结合水利部白蚁防治要求对部分
渠段进行白蚁治理，进一步保障都江堰
灌区工程正常运行，提升管理效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 伍勇）
新一代“人造太阳”、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歼-20隐身战斗机……一系列和四
川渊源颇深的“大国重器”一字排开，
而与这些大国重器相映衬的，则是另
一边完备的知识产权服务、政务服务等
功能区。

11月3日，“川渝一盘棋·唱好双城
记”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走进位于成都
天府新区的成都科创生态岛，了解成都
如何打造科创成果转化聚集区，实现为
科创企业的一站式服务。

10月24日，成都市产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大会召开。会上提出，各个产业园

区要培育自己的“镇园之宝”。“我们在
服务中发现，不同阶段企业发展需求不
同，为此我们通过打造DAO+科创生态
系统，实现一站式精准化服务，成为我
们的优势。”成都科创生态岛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DAO+科创生态系统，针
对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高端软件、
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的科技企业，提供一系列定制化服
务：科创种子计划、孵化育成计划、雨林
生态计划、生态伙伴计划。通过科技企
业创新积分券、企业成长学院、创客驿
站等手段，构建“企业成长评估认证、发

展指标及梯度培育”的服务体系。
如针对初创企业的“科创种子计

划”，特别关注专业技术团队、科研院所
及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创业项目，可以提
供两个月的免费办公空间，和人才公寓
免费住等安家保障。“孵化育成计划”旨
在推动处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在技术
研发、产品开发、市场应用等方面加速
发展。“雨林生态计划”旨在支持处于加
速增长期的高潜力科创公司，提供办
公、研发生产和市场等多方面的支持。

据了解，成都科创生态岛致力于打
造“聚、服、展、孵”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聚集区，加快建设创新资

源的汇聚地、新兴产业的孵化器、技术
成果的交易场、科学家的会客厅，通过
吸纳更多的生态合作伙伴，让企业“足
不出岛”就能与投资机构、科研院所进
行资金和技术的接洽。

“自去年10月投运以来，我们促成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浪潮云等
1147家企业注册落地，通过开展科创服
务直通车、应用场景打造，累计挖掘并
推动了400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发
布19项首创产品场景应用清单，实现了
创新生态构建、科技成果平台打造和科
创资源的充分链接。”成都科创生态岛
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喜欢在成都的每一天。”11月3
日，在成都举行的两岸（川渝）青年就业
创业发展交流会上，台湾女孩巫彤分享
感受时说道。在蓉创业两年的她，创立
了自己的餐饮品牌，眼下正同步推进另
一个全新品牌。

会上，80余位岛内台青、100余位在
川台湾大学生和近50位大陆其他省份
的台青们，带着跨越山海的梦想，寻找更
多发展新机遇，畅享携手追梦的未来。

交流会上，不仅发布了“两岸十城”的
台青创业联盟倡议，8个台青创业项目现
场签约。同时，活动还发布了447家两岸
企业为台湾青年提供4901个实习就业岗
位信息，并举办了四川“百企千岗”台青专
场招聘会。四川省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以此招聘会作为新的起点，开启两
岸青年携手追梦、共创未来之旅！”

“成都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成都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这
是台青翁义喜在四川生活13年最大
的感受。现任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新津支行行长的他，将自己的经历概
括为“为了爱情来到成都，为了事业扎
根成都”。

“身为中国人，我积极融入大陆及
成都的生活环境，融入本地生活，在成
都就业、买房、养育子女、说四川话、当火巴
耳朵。”翁义喜说。从2011年至今，他亲
眼见证了四川的发展与进步，很荣幸自
己参与其中，也期许自己能为这片土地
付出更多，贡献心力。他立志做好两岸

融合交流的桥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

事实上，四川高度重视和欢迎支持
台湾青年来川交流发展。从发布实施

“川台70条”到多地出台支持台青就业
创业系列措施，从每年暑假持续举办台
青实习活动到首次举办台青实习就业
专场招聘会，从大力度扶持青创园区建
设到全面落实落细台青就业创业同等
待遇，从多举措优化台青就业创业发展
环境到推进台青在川制度体系与生活
圈层“双融入”。

“川台两地青年跨越山海双向奔赴”

作为台湾青年企业联谊会理事，庄
英贤此次带着电子信息专业的台湾青
年来到四川。“我在规划与推动电子信
息相关的产业项目在四川落地。”庄英
贤感触很深，从去年开始，他多次往返
四川，有感于市场潜力，和优良的营商
环境，“感觉整个城市建设和发展很快，
这坚定了我过来发展事业的决心。”庄
英贤说。

“这是川台两地青年跨越山海的双
向奔赴”。省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交流会向广大台湾青年发布了一批
优质的实习就业岗位，同时首次举办了
四川“百企千岗”台青专场招聘会。招
聘方涵盖了世界500强企业、全国500强
企业，产业涵盖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
造、医药健康、机械化工等多个领域。

“我们今天就有25个岗位等着大
家。”台湾弘讯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仕杰

称，2022年他考察了四川营商环境，评
估了企业在成都落地的可能性。“我们
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已经在高新区成
立了一个软件开发公司。”对于未来，他
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正计划在四川成
都加大投资，深耕这片土地。”

“我做好川台两地的联络员”

眼下，更为广阔的未来正在展开。
此次交流会上，还发布了“两岸十城”台
青创业联盟倡议。台青创业联盟，是由
来自台北、广州、武汉、成都、泉州两岸
五城的台湾青年组织于2021年共同发
起的“两岸五城”台青创业联盟。

作为倡议人，在川台青郭弘扬告诉
记者，成立3年来，联盟成员已由五城扩
展到包括成都、广州、武汉、泉州和台湾
地区的台北、台中、金门、新竹、苗栗、新
北等十城。在此次交流会上，来自这
十个城市的台湾青年代表发起共同倡
议，邀请更多的两岸青年投身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拥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广阔大市场。作为成都市台协
常务副会长，郭弘扬打造了大陆西部
台湾创客的“梦工厂”。目前，他所创
办的亚台青(成都)海峡青年创业园、成
都星点（高新）海峡新经济创业园，已
经接受超过5000位台湾青年及企业家
的考察，落户超200家企业，他说：“我们
将一如既往，做好天府之国环境宣传
员、川台两地的联络员、岛内青年来川
就业创业服务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创下最快纪录
铁路成都车站

今年旅客发送量破亿人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1月
2 日，乘坐成都东至重庆沙坪坝
G8609次列车的旅客侯雨岚成为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
站今年迎来的第1亿名旅客。

据统计，截至11月2日，成都车
站今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大
关，达到1003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17.0%，创下该站单年旅客发送
量最快破亿纪录。

据成都车站客运值班员曾利介
绍，今年中国铁路成都局铁路集团开
通巴南高铁、川青铁路镇黄段、渝昆
高铁川渝段等多条新线，这是旅客发
送量提早破亿的原因之一。“川青铁
路开通后，成都东站早上六七点就有
旅客排长队的情况，这在之前是很少
看到的。”曾利说。

曾利介绍，今年以来，成都车站
节假日旅客发送量屡创新高，均位
列全路第一方阵。其中，春运40天
累计发送旅客1400.4万人次，暑运
62天累计发送旅客2374.7万人次，
客发人数均创历年春、暑运发送量
最高纪录。“五一”假日期间，全站累
计发送旅客243.4万人次，假期首日
5月 1日创下单日客发56.3 万人次
新高；“十一”国庆黄金周，全站累计
发送旅客 467.4 万人次，再次打破

“五一”纪录，创下单日客发58.6万
人次的新高。

都江堰灌区岁修开启将持续到12月15日

科技创新一站式精准服务

成都打造科创成果转化聚集区

一场交流会，听川台青年讲述跨越山海的追梦故事

工作人员正在对人民渠七期干渠进行岁修除草工作。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