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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第二十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
博会”）在成都开幕。在科技创
新馆（5号馆）内，四川国资国企
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代表新质
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场景、新趋势。

5月26日，记者走进科技
创新馆，了解四川国企的特色
亮点和创新成果。

多种先进成果
吸引观众驻足打卡

记者走进科技创新馆，四
川发展（控股）公司展馆夺人眼
球，一只“呆萌”的机器小狗热
情地向参观嘉宾打招呼、展示
才艺，它就是四川发展的展品
之一——菁蓉联创的空天地一
体跨域协同的无人狗。

本次展会上，四川发展（控
股）公司聚焦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先进材料和生态环保四大
实体产业，精选自主研发及投
资孵化的科技创新成果展出，
包括公司旗下成都航宇独立研
发制造的航空发动机核心部件
单晶涡轮叶片、加德纳航空的
全球首款空客A350碳纤维增
强聚合物机翼结构件，以及四
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投资企
业成都阿加犀公司的人形机器
人领域全球首款原型机“通天
晓”等。

来到蜀道集团展馆，门口
“世界500强”的标志格外醒

目，沿着时光轴进入展馆，中心
夺目的球形屏动态展示着全球
国际化业务版图及“一带一路”
项目布局。

据悉，本届西博会，蜀道集
团以“厚蜀道之德 载天府之
物”为主题，通过设计施工、矿
产新能源、新质生产力三大板

块，向世界传递“蜀通天下 道
达未来”的企业愿景。

而设计施工展区的“世界
级超级工程”尤为引人注目，互
动四面屏以3D环绕形式生动
还原雅康高速、沿江高速等项
目的技术攻坚与重点工程项目
全貌；全球跨度最大、承载最大
的埃及苏伊士运河铁路平转开
启桥、“蜀畅一号”TBM隧道掘
进机等模型展品，凸显蜀道集
团在深水大跨桥梁及复杂地质
特长隧道等基建领域的全球核
心竞争优势……参观嘉宾纷纷
驻足打卡。

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作为推
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首次亮相西博会，引起观展嘉
宾高度关注。穿过“改革之
门”，极具科技感的“聚能智环”
矗立在展厅中，以高度艺术化

和象征性的视觉语言，讲述四
川能源发展集团打造“源网荷
储”一体化与水风光氢天然气
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展区以能源橙与科技蓝
为主色调，设置‘1+4’产业布
局、‘数据驱动、智慧赋能’4大
展区，重点呈现绿色能源、生物
技术、高端化工、半导体装备制
造、信息通信等前沿领域突破
性成果。”据工作人员介绍，四
川能源发展集团整个展览空间
被巧妙地打造为一条贯穿企业
发展的时空走廊，清晰串联起
集团重组焕新的步伐，产品展
示、互动演示及视频介绍更直
观呈现了集团的核心优势和发
展图景。

世运会史上
首支火炬“竹梦”亮相

川航集团展馆以“走进川
航、了解川航、体验川航”为主
线，突出“新质制造平台、智慧
出行平台、高效物流平台”三大
板块，充分展示川航“飞机+”
产业平台与“客货两翼齐飞”。

参观嘉宾不仅可以全方位
了解飞机“客机改货机”和“整
机拆解”等具备高价值创造特
点的新兴产业，覆盖“吃、住、
行、游、购、娱”的多元产业协同
和智慧出行平台，还能直观体
验川航物流“智慧冷链科技突
破”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世运
会史上首支火炬“竹梦”也在川

航集团展馆中亮相。
同样首次亮相西博会但表

现亮眼的，还有四川省自然资
源投资集团。凭借三场重磅签
约、多元活动矩阵及高人气展
厅，迅速成为展会焦点。其展
馆正式开放后，也成为“打卡胜
地”，参观者迫不及待来赴这场
与自然的奇妙约会。

展厅内，“地球小匠”人偶
的友好互动吸引了大批观众驻
足合影，15公斤重的白银让大
家争先尝试能否单手拿起，钒
钛磁铁矿精矿、稀土新材料等
实物展品前，咨询洽谈声更是
此起彼伏。不少客商对集团在
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布局、智慧
地灾防治技术等领域的实力表
现出浓厚兴趣，凸显了该集团
在国内外资源市场的吸引力。

此外，中国石化四川石油
展区，现场展示了综合能源站
模型，集加油、加气、加氢、充
电、换电、汽服、便利店、光伏等
为一体，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吸引了不少观
众咨询。

近年来，四川国企以科技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催生了
众多首发首创的领先技术和尖
端产品。在本届西博会上，四
川国企携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惊
艳亮相，与全球展品共舞，并凭
实力强势“吸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马梦飞

全面展现新技术、新趋势、新产品！

四川国资国企组团亮相西博会

泱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古籍浩若烟海。作为古人思想
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古籍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而四川是古籍大省，藏量
丰富、种类众多，国家珍贵古籍
数量居全国前列。

5月27日，四川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在成都召开，《四川
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请一次
审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获悉，目前国内尚无专门
规范古籍保护利用的法律法
规，条例草案为全国首个。

会后，在省图书馆古籍修
复室内，记者看到了一册珍贵
古籍从杀虫、除尘，到确定病害
情况、制定修复方案，再到修
复、建立修复档案的完整过
程。省图书馆副馆长杜桂英坦
言：“人才紧缺是我们面临的最
大困境之一。目前，我们馆藏
有53万册古籍，约1/3的古籍
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并需要修
复，而我们仅有17名修复师，
力量远远不够。”

解决古籍保护利用难题

为规范古籍保护利用而立
法，既是政策要求，也是现实所
需。

作审议报告时，省人大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
员唐文金指出，2022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就提出了“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出台加强古籍工作的
地方性法规”的明确要求。近
年来，四川的古籍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但还存在制度机制和
职责体系不健全、一些珍贵古
籍抢救修复不及时、收藏基础

设施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经费
投入不足、藏用矛盾突出等问
题。

记者获悉，四川是古籍大
省，普查发现，全省有汉文古籍
约23万余部187万余册、少数
民族古籍约50万册，其中246
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数量居全国前列。

“在省内古籍保护利用面
临困境的情况下，亟需用法治
手段解决此难题。目前，国内
尚未出台专门的古籍保护利用
法律法规，且由于古籍兼具文
物与文献双重属性，文物保护
法、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条例
等法律法规中涉及古籍的条例

适用有限；其他古籍相关的政
策文件，不具备稳定性、一致性
和强制性等原因，在此时，通
过地方性立法解决古籍保护
利用难题、提高古籍工作水
平、推动四川古籍事业高质量
发展，十分必要且可行。”省人
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副主任
委员徐建群说。

据悉，省人大常委会高度
重视古籍立法工作，省人大常
委会领导先后带队到省内外多
个古籍收藏单位考察调研，对
古籍立法提出要求、给予指
导。在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建议
后，5月16日，省人大教科文卫
委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
进行了审议，形成了法规案。

逐一解决突出问题

条例草案不分章节、共三
十三条，包含立法依据、基本原
则、适用对象、责任主体、保护
利用、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
内容。

徐建群指出：“我们力求对
古籍保护利用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逐一解决、各个击破。条例
草案亮点颇多，如明晰古籍概
念、完善古籍工作机制、健全古
籍保护管理条件、提升古籍活
化利用水平等。”

据了解，古籍在载体、装

帧、版本等具体表现形式上多
种多样，在内容上又有汉语言
文字、少数民族文字等文字之
分，在截止年代上学术界亦有
不同观点。起草组综合古籍定
级标准的有关表述和学界观
点，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
从时间跨度和表现形式两个维
度对古籍的概念作了界定，明
确古籍是指“主要产生于1912
年以前的文献典籍，以及产生
于1912年至1949年期间具有
古典装帧形式的文献典籍”。
同时在外延上又留有余地，满
足古籍保护的动态需要，规定
了“1912年至1949年期间产生
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
料价值和艺术代表价值的其他
文献典籍，其保护利用可以参
照本条例执行”。

作为起草组成员之一，杜
桂英看到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后
很开心。“作为古籍保护工作
者，我深知这行的不容易，也深
知行业发展面临许多问题，而
诸如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全省
古籍目录编制、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保护、民间收藏古籍保护
等内容，在草案中均有体现。
我们都很期待，条例草案出台
后能带来的积极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澜摄影报道

四川人大之声

全国首个！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提请一审

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展馆里，观众正在体验产品。马梦飞 摄

人形机器人领域全球首款原
型机“通天晓”。 省国资委供图

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副研究馆员诺日卓玛正在修复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