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5年1月14日 星期二 责编龚爱秋 版式梁燕 校对毛凌波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定格世间美好 汇聚凡人微光

一张立体“交通网”，铺就川渝民生
幸福路；一个通办窗口，按下异地办理

“加速键”；一张社保卡，功能加码实现川
渝互通。

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走
过了五个年头。如今，这场“双向奔赴”，
已在一个个民生决策中，变得可感可
及。川渝人民的幸福触角，早已延伸到
协同发展的方方面面。

基础设施
铺开水陆空立体“交通网”

基础设施建设，是民生幸福感的“底
座”。五年来，川渝两地紧密协作，让越
来越多的民生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

成渝高速是连接川渝间的第一条交
通“大动脉”，对川渝两地的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去年12月初，成渝高速公
路扩容项目资阳段全面开工。新的成渝
主通道将按最高标准建设：双向八车道、
设计时速120公里，并加入绿色、智慧元
素，打造成渝间的高速公路“标杆”。

川渝两地铁路运输也不断提速。去
年9月，渝昆高铁川渝段正式通车，重庆
至泸州、宜宾的高铁旅行时间分别缩短
至26分钟和48分钟，结束了渝西川南
之间无铁路直达的历史。

数据显示，目前川渝间已建铁路6
条，建成高速公路16条，还有6条高速
在建、2条正在改扩建，普通国道省际接
口超过24个，成渝双核、毗邻城市实现1
小时直达。

而低空经济的飞机轰鸣声开创了川
渝新的发展可能。去年12月27日，从
四川北川起飞的皮拉图斯PC-12飞机，
降落到重庆梁平机场，这标志着首条连

通川渝地区的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正
式 开 通 。 同 日 ，一 架 满 载 货 物 的
KODIAK100（大棕熊）通航飞机，从成
都淮州机场起飞，随后在重庆两江新区
龙兴通用机场降落，标志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首条低空物流航线开通。

“黄金水道”的含金量也在不断提
升。如今，嘉陵江从四川广元到重庆的16
座梯级船闸已实现全江连通，500吨级船
舶可常年通行。前不久，川渝两地共建的
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也正式建成。

陆路、水路、低空，川渝正织就一张
密集的立体“交通网”。而根据《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
方案（2023—2027年）》，到2027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1小时交通圈”
基本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能
级大幅提升。未来，这张“网”将会托举
更大的发展能级。

通办窗口
实现进一扇门办两地事

“您好，我想查询一下重庆的职工医
保。”在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余先生坐在工作窗口前，远程跟重庆高
新区的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将身份证放
置在高拍仪上，重庆高新区的工作人员
就能查询到余先生的职工医保。

如今，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记者了解到，这个窗口名为“虚拟综窗”，
是解决川渝两地跨省通办问题的一个创
新举措。成渝两地高新区甄选群众跨省

“需要办”、政策法规“允许办”、远程视频
“能够办”的事项等，纳入“虚拟综窗”服
务，并联合印发了《成渝高新区开展政务
服务“跨域通办”“虚拟综窗”服务工作方
案》，于去年5月1日起实施。

“目前，成都高新区“虚拟综窗”已上
线11个部门的130项事项和13项‘一件
事’套餐，重庆高新区‘虚拟综窗’已上线
11个部门的90项事项和49项‘一件事’
套餐。”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办理得最多的服务事项包括食
品经营许可证、职工医保缴费认证和工
商营业执照。

透过通办窗口，实现进一扇门办两
地事，不用来回折腾的便捷，是五年来两
地百姓最可感可及的变化。2020年，川

渝印发首批95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
到2024年下半年，“川渝通办”已印发4
批次事项清单，355项事项延伸到了企
业、群众办事的各个领域。

一卡通用
涉及场景覆盖多个方面

川渝群众往返两地，带一张社保卡
就行？川渝协同立法给出了答案。

去年9月29日，四川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表决通过了《四川省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条例》，并在11月8日进行了发布。

“一卡多能”和“跨省通用”是最大亮
点。据《一卡通条例》，川渝两地拓展社
会保障卡在资金发放、交通出行、旅游观
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的应用。明确持卡
人持社会保障卡可以按照规定办理挂
号、就医、购药、医保费用结算等医疗健
康与医疗保障业务，享受公共图书馆入
馆借阅和公共博物馆、科技馆入馆参观
等便利服务。

此外，《一卡通条例》还明确，四川到
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
保险待遇、国家奖助学金、以工代赈项目
劳务报酬等也将通过社保卡统一发放。
要求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服务场所配
置社会保障卡读写、扫码终端等服务设
施，简化应用流程，为持卡人提供便利服
务，并依法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
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无障
碍服务。

在川渝协同工作中，两地启动实施
了川渝社保卡工作协同“1234”行动计
划、川渝人社合作2024年十大专项行动
等。截至去年11月，两地共同设立社保
卡通办服务网点6056个，实现申领、激
活等 10 项社保卡服务事项“川渝通
办”。一卡“通”，民生“达”，川渝人民的
幸福感浓缩在了这张小小的社保卡中，
便民惠民实现了具象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五年巡礼

1月11日，乐山高铁站候车大厅，一名
4岁女童突发高热惊厥。乐山市中医医
院脑病、血管病中心医生封玉宁及时伸
出援手，采用中医急救点穴法，掐人中，
按压相关穴位，帮助孩子恢复了意识。

当天中午，封玉宁计划搭乘12点37

分开往成都的高铁。
“乘客中有没有医务人员，有一名女

童发生抽搐，急需帮助。”12点20分，乐
山高铁站工作人员在候车大厅紧急呼
救。出于医者本能，封玉宁快步跟随工
作人员前往患儿所在区域。

“抵达现场后，我看到孩子妈妈正手
足无措地抱着孩子哭泣。”封玉宁告诉记
者，她第一时间请周围乘客拨打“120”，
自己忙着检查孩子生命体征。

封玉宁发现女童面色通红、呼吸急

促、瞳孔上翻，体感温度高并伴随抽搐症
状，简短询问患儿家庭患病史后，她迅速
判断小孩的病症为小儿高热惊厥。

“孩子高热惊厥最怕出现呼吸抑
制。”为此，封玉宁和乐山站工作人员一
边疏散围观人群，确保周围空气流通和
环境安全，一边为孩子松开衣物，清理口
中的分泌物，防止异物堵塞呼吸道。同
时，封玉宁采用中医急救点穴法，掐人
中，按压相关穴位，帮助孩子恢复意识。

经过封玉宁的及时救治，十分钟左

右，女童抽搐情况好转，意识恢复清醒。
在等待救护车的时间里，封玉宁一

直待在女孩身边，密切观察小女孩的
生命体征，还不时安抚情绪紧张的孩
子家属。

救护车抵达后，封玉宁陪患儿家属
将孩子送上救护车，并向医护人员说明
了病情及候车大厅抢救情况。随后，女
童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戴余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杜卓滨

织就立体“交通网”、政务服务实现“跨域通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出5年民生成绩单

女童高铁站突发高热惊厥乐山医生紧急施救

1月11日，2024年度川渝地区重要
考古发现报告会在重庆召开，来自川渝
两地的考古工作者分别汇报了2024年
度川渝地区15项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
期重要考古成果以及中外联合考古项目
新发现，并评选出了“2024年度川渝地
区重要考古发现”项目。据介绍，入选项
目10项，特别入选项目1项。

入选项目中，有6项来自四川，包
括：马尔康孔龙村遗址、眉山花碑地遗
址、成都金牛区万佛寺遗址、绵阳红五村
墓群、成都锦江区祝国寺村唐宋市镇遗

址、泸州飞山宋墓。
马尔康孔龙村遗址是川西地区迄今

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
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
址，为研究青藏高原东缘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新资料。

眉山花碑地遗址是成都平原南部少
有的从春秋晚期到东汉时期连续发展的
遗址，为完善眉山地区乃至成都平原考
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成都金牛区万佛寺遗址建寺历史悠
久，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名寺。考古

发现以唐代寺院园林区为主的遗存，是
近年成都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

绵阳红五村墓群发现一批唐宋时期
墓葬，并在四川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中
首次发现普遍使用石棺作为葬具的现
象，为研究川渝地区唐宋时期墓葬提供
了重要新材料。

成都锦江区祝国寺村唐宋市镇遗
址，是一处明显经过规划兴建的唐宋时
期市镇遗址，是川渝地区唐宋窑业市镇
的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此外，泸州飞
山宋墓是继安丙墓后，四川地区发现的

又一带有壁画的宋代石室墓，为研究宋
代丧葬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重庆入选的项目有4个，包括江津
梧桐土遗址、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
庙建筑基址、荣昌清流墓群、忠县皇华城
遗址。

斯里兰卡帕巴鲁伽拉遗址被评为特
别入选项目，其为公元2-5世纪的斯里
兰卡重要玻璃珠制作基地遗存，为进一
步研究斯里兰卡玻璃冶炼与玻璃珠制作
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2024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揭晓
入选项目10项，其中四川有6项；另有特别入选项目1项

2024年12月27日，四川北川到重庆梁平的航线开通，标志着首条连通川渝地区
的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 王祥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