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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共服务新场景，提供20余项服务项目

成都首批地铁驿站正式上线运营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5月15日，成都首批“地铁
驿站”在孵化园、火车南站、世
纪城、成都东客站等站点正式
上线运营。

相关负责人介绍，地铁驿
站选址在城市枢纽及换乘大
站，是成都轨道集团立足全域
覆盖线网优势，在地铁空间打
造的综合性公共服务新场景，
全天地铁运营时段可进入、可
参与、可共享，365天全年无休，
为市民乘客提供学习阅读、休
憩办公等便民服务，乘车出行、
路线规划等导引服务，公益研
学、城市宣传等志愿服务，以及
TOD保租房、车站招商、就业服
务等咨询服务，公共服务项目
有20余项。

车站焕新公共空间
服务新场景温暖幸福出行

“走到一半，客户临时要开
视频会议，就选择在这了。”火
车南站的地铁驿站内，共享办
公区被初创企业负责人李女士

“占用”了。在孵化园站地铁驿
站里，地铁书屋成为冯先生下
班路上等候妻子、辅导孩子作
业的选择。成都东客站的地铁
驿站里，便民针线包、免费热水
为南来北往的乘客提供便利。

5月15日，记者在成都东客
站“地铁驿站”外看到，其外形
设计为“打开的礼物盒”，驿站

内一只大熊猫雕像以挥手的姿
态向来蓉游客表示欢迎。

在孵化园的地铁驿站，共
享办公区放置着宽敞整洁的办
公桌，贴心配置投影设备，为有
需要的市民乘客临时办公提供
便利；2000余册涵盖历史、文化
和故事典故的书籍，成为全年
龄段乘客探索知识的“开放图
书馆”；共享自习室，独立的书
桌为来往上班族、学生提供了
安静的个人空间。备考注册会
计师的李女士经常下班后到孵
化园站的地铁书屋看书，“服务
贴心，可以感受到成都地铁真
的把我们的需求放在心上。”

“在地铁驿站，我了解到双
凤桥TOD保租房和未来社区的

惬意生活，这个社区年轻人集
聚，对I人十分友好。”黄同学毕
业后准备在成都求职、成为一
名“蓉漂”，在成都东客站地铁
驿站志愿者讲解下，他了解了
TOD保租房相关信息，也被轨
道生活社区新模式深深吸引。
截至目前，成都轨道集团投运
TOD保租房1423套（间），首批
TOD保租房上线即满租，随着
2.8万套TOD保租房建设加速推
进，马厂坝等4个TOD保租房项
目4700余套（间）房源今年投
运，市民居住生活、商务办公、
休闲游憩等全周期需求将被一
站式满足。

“地铁驿站既是市民乘客
洽谈对接的‘会客厅’，也是歇
脚补能的‘休憩地’，更是缔朋
交友的‘社交场’，我们每天都
会安排志愿者为乘客提供服
务。”成都轨道集团地铁驿站负
责人介绍，“驿站上线后，将积
极帮助青年朋友在通勤路上解
决安居乐业的美好需求，共享
城市高品质生活，找到在成都
生活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地铁秒变“招聘现场”
就业新场景助力扎根成都

据了解，为助力市民乘客
就业创业，成都轨道集团还携
手成都市就业局在地铁驿站探
索服务新模式。“依托地铁站点

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显著优
势，精准对接求职者的核心诉
求，将就业信息和服务延伸融
入地铁驿站，打造就业服务新
阵地，切实提升公共就业服务
的便捷性和实效性。”成都市就
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地铁驿
站里上新就业服务，也标志着
就业服务迈向‘轨道+’这一新
模式。”

步入成都东客站地铁驿
站，即可看到成华区人社局放
置的“刷脸求职机”，这台机器
运用了人脸识别技术，求职青
年根据机器提示操作，即可通
过刷脸，然后一键投递简历。
进入火车南站地铁驿站，高新
区社会工作部整合企业招聘资
源，多方收集岗位信息，利用驿
站大屏持续滚动播出，为求职
者提供了方便快捷获取岗位信
息的渠道。

地铁空间秒变“招聘现
场”，除了整合各方资源推送就
业岗位，还植入了就业服务政
策精准对接。在地铁驿站中，
成都轨道集团联合成都市就业
局设立了就业、社保、医保政策
宣传区，由志愿者为过往乘客
发放政策资料，帮助乘客快速
了解政策要点，为求职者提供
精准的支持和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芮雯摄影报道

新华社成都5月15日电 五
月的川西平原，金黄的麦浪翻
涌。在成都市邛崃市天府现代
种业园内，四川省种质资源中
心库的年轻工作人员正紧张有
序地进行着小春作物种子入库
工作。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综合性
种质资源库，自2024年10月正
式运行以来，四川省种质资源
中心库承载着守护农业“芯片”
的重要使命。

走进中心库的核心区域，
记者看到智能机械臂正抓取种
瓶，把种子送入恒温恒湿的存
储空间，根据保存需求，它们将
存入零下4摄氏度的中期库或
零下18摄氏度的长期库，实现
最长50年的“生长暂停”。

“中心库配备了先进的数
控系统，可实时监控库内温湿
度、氧气含量等数据。”四川省
种质资源中心库执行主任李俊
介绍，为了适配数字化农业技
术，队伍中“90后”占比超过一
半，这些年轻人不仅熟练掌握
智能设备操作，更承担着种质
资源的收集、鉴定与创新利用
工作。

“嘀”，身边的“95后”工作
人员苏国钊手持扫码枪对准种
子瓶口的二维码，种质名称、采
集时间、特性描述等信息便在
系统中呈现。他介绍，这是入
库的最后一道检测流程，信息

的准确性直接决定后期应用是
否成功，像他手中的种子，具有
抗赤霉病基因，可用于小麦抗
病品种的选育。

李俊说：“这里就像一个
‘基因银行’，为防止将来某一
物种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科研
人员会先将各物种的‘种子’收
集起来，经过特殊处理后放到
中心库内保存，待将来需要时，
再将其取出培育。”

据了解，四川省种质资源
中心库设计容量达188.4万份
（剂），涵盖农、林、牧、渔等多个
领域。截至2025年4月，植物种
质资源库已收纳4000余份种质
资源，另有2万余份种质资源正
在完成信息录入、特性鉴定等
入库程序。

中心库不仅是种质资源的

“保险箱”，还是种业创新的“孵
化器”。在分析和应用方面，中
心库的科研人员已对1000余份
核心种质资源进行了精准鉴
定，对甲着小麦等特色资源进
行了遗传解析；利用测序技术，
公开了小麦近缘属种偏凸山羊
草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为生
物育种和突破性品种培育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和材料支撑。

除了冷藏保存，更多的种
质资源正散落在四川省内各地
进行活体种养保存、繁殖更
新。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这里的

“80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作物基因研究中心主任
崔成正抢抓农时，收集大地上
成熟的油菜研究材料。

据介绍，园区内种植了4万

多种油菜研究材料，每年花期
科研人员会针对不同材料进行
人工杂交，在收获期选择当年
的特色油菜资源送入四川省种
质资源中心库长期保存。

“想得到一个能达到全国
推广水平的油菜品种是非常不
容易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不
断搭配不同种质资源。”崔成告
诉记者，像重大突破性品种“川
油36”，就是经历了老中青农科
人不断地接续研究，才创新出
的高产、高油、抗病、宜机收且
饲油两用的高经济价值品种。

从智能机械臂精准存取的
低温库区，到烈日下弯腰采集
种子的试验田；从年轻技术员
专注比对的检测台，到分散在
省内各地的杂交育种圃……四
川的各个角落，都涌动着守护
种业根基的青春力量。

“历史上每次品种大的突
破都离不开关键种质资源的成
功应用，我们团队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利用人工合成小麦基因
资源，育成的突破性小麦品种

‘川麦42’‘川麦104’，实现了西
南小麦产量历史性突破。”四川
省种质资源中心库主任杨武云
表示，种质资源是面向未来的
农业科技创新密码，多保存一
份种质资源，就是为子孙后代
多保存一份宝贵财富，也为明
天育种和品种突破多提供一份
可能。

5月18日
成都多个博物馆

将免费开放
华西都市报讯（陈静 记者

刘秋凤）5月18日，将迎来第49
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5日，记
者从成都市各大博物馆获悉，5
月18日当天，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
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博
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等多家
博物馆将免费对外开放，实行

“免费不免票”政策，观众可以
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入馆。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5月18
日，非遗集市将亮相陈列馆下
沉式广场，蜀绣、竹编、糖画等多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齐聚，观众可
在匠人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作
品，还能欣赏川剧变脸、木偶变
脸等传统表演。若对古希腊文
明感兴趣，可前往陈列馆临展厅
参观“神话·英雄·命运——来自
意大利普利亚地区的珍藏”特
展，展览将持续至5月25日。此
外，5月17日下午，馆内还将举
办民间收藏品公益鉴定活动，
满足人们鉴定合法收藏品的需
求，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提
高大家对文物收藏的认识和鉴
别能力。

杜甫草堂博物馆5月18日
将组织书画、古籍、陶瓷器等方
面的鉴定专家现场对观众提供
的民间藏品开展鉴定和赏析。
同时，博物馆将推出李白与杜
甫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展、廉洁文化展、少儿文创展等
精品展览。

在四川为种质资源“安家”

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工作人员苏国钊正在检查储存的种质
资源。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乘客在地铁驿站的书屋里看书学习。

地铁驿站里摆放的“刷脸求职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