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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天到晚上晴。最高温度 28℃，
最低温度16℃。

天气
预报综合

应攀枝花鑫洋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局对“鑫洋·天宸”方案总平面图
进行公示。

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对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钒钛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gj.panzhihua.gov.cn/）。
四、建设项目现场及售楼部。
公示期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涉及该项目的相关利害关系

人对该项目规划核实有异议者，请具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将书面意见送达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区分局，且在法定时限内，相关利害关系
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满，我局将依法对方案进行审批。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区分局（攀西科技城商务

中心604室）
联 系 人：刘欢 冉国龙 曾小燕
联系电话：0812-3982802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区分局
2024年10月18日

公 示

本报讯（付婕 苏勇 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国庆 范森）10 月 17 日上
午，市公安局在市新闻发布厅召开“警
随‘企’后”品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市公安局详细解读了该
创新品牌诞生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介
绍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护航攀枝花经济
高质量发展，助推企业发展的特色亮点
举措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据了解，“警随‘企'后”的核心是服
务，旨在将公安“干的事”对准企业“盼
的事”，核心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全域建成市服务企业中心、县（区）

服务企业分中心、公安服务站“三级组
织架构”，高效运转“11087”企业电话专
线。在重点工业园区、大型集团公司建
立公安服务站，根据实际设立接待区、
办公区、调解区、备勤室等功能区，在醒
目位置悬挂警务公开栏，设置公安政务
服务窗口，开通公安治安户政、交管等
业务办理权限，增设身份证驾驶证自助
办理一体机等便民服务设备。下一步，
公安机关将持续推进服务一体化工作，推
动公安政务服务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
理，探索实行“企业下单，民警上门”等工
作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精准精细服务。

全面落实重大项目警长制度、重点
企业驻警制度、“一企一警”联络“三项
工作机制”。各县（区）公安机关将主动
与国家、省、市、县（区）等各级重点项目
以及跨区域建设项目做好对接，对应设
立项目警长、副警长，建设警长办公室，
健全警长责任清单、工作台账、流程规
范，形成高效履职体系。各公安派出所
将在辖区规上企业建立重点企业驻警
制度，设置驻企警官办公室。按照“找
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原则，
与中小型工业、农业企业和大型服务型
企业建立“一企一警”联络制度，明确警

企联络员，每周对接联系企业，协调公
安职权范围内的各类事项。

全力运转风险共排、权益共护、警
企共建“三套保障机制”。常态化推进
风险研判会商，严厉打击强揽工程、敲诈
勒索、寻衅滋事、聚众闹事等违法犯罪和
项目招投标及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串通投
标、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经济犯罪活
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安心经营。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警随‘企’后”
品牌专属logo，表达了公安机关致力于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决心。

我市公安机关推出“警随‘企’后”行动——

将公安“干的事”对准企业“盼的事”

本报讯（薛巍 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媛）10月13日，六万
年 一 遇 的 C/2023 A3（紫 金
山-阿特拉斯）彗星划过仁和区
平地镇迤沙拉村上空。

初见时，C/2023 A3（紫金
山-阿特拉斯）彗星的彗尾的指
向是向东（朝上），远离太阳的方
向。随后，这颗彗星地平高度越
来越大，但视亮度下降。日落
后，金星出现在西方稍偏南的低
空，耀眼夺目，这颗彗星就在金
星的北面不远处。有不少摄影
爱好者在迤沙拉村成功捕捉到
它的身影。

迤沙拉村海拔 1700 米以
上，夜晚天朗气清，是秋冬季节
最佳观星地之一。

6万年一遇！它划过攀枝花天际

本报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国
庆 范森）10 月 17 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铁道兵老兵齐聚攀枝花，共同纪念成
昆铁路复工建设60周年。

当天上午，一位位满头银发的铁道
兵老兵陆续抵达会场，纷纷与多年未见
的老战友拥抱致意，重温那段共同奋斗
的岁月。在简短的开场仪式后，一场精
心准备的文艺演出上演，合唱、诗朗诵等
精彩的节目，深情回顾成昆铁路建设历
程，表达对铁道兵精神的颂扬。

来自四川宜宾的铁道兵老兵易方郁

感慨地说：“成昆铁路的建设是我们铁
道兵共同的骄傲，也是我们为国家作
出的贡献。今天能够和战友们再次相
聚，重温那段难忘的时光，我感到无比
幸福。”

据了解，成昆铁路自1964年正式复
工建设以来，历经60年的风雨洗礼，已成
为连接四川、云南两省的重要交通干线，
对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
了重要作用。此次纪念活动不仅是对
成昆铁路建设历程的回顾和总结，更
是对铁道兵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铁道兵老兵重聚攀枝花
纪念成昆铁路复工建设60周年

（上接1版）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成
长和发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让
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
中更好展现才华。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
部联合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旨在为中外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

合作提供平台。今年的大赛共吸引
153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万名大学生
参加，其中国际学生近 4 万名，总决赛
已在上海举行。近日，25 名参赛学生
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赛的
心得体会，表达投身创新实践、勇担时
代使命的决心。

（上接1版）最快30秒可下线一辆新能
源汽车。在四川，中航“翼龙”、腾盾“双
尾蝎”等工业无人机，在全球无人机竞
争中建立了领先优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西部地区已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新能源
汽车、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航空产业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5年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4.9%，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四大板块之首。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
达26.9万亿元，占全国的21.5%。

生产力之“新”，推动城市之“兴”，
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5年来，西
部地区城市群不断发展壮大。成渝城市
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北部
湾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已初具规模。

以成渝城市群为例，今年上半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40365.7 亿元，同比增长 5.8%，加
速接近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

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功
能显现，进一步夯实了国家发展的战略
回旋空间。

绿色西部：筑牢生态屏障
粉蓝的蓝花楹，艳丽的格桑花，苍

翠的森林，奔涌的河流，连绵的山脉
……西部，被誉为无尽的远方、多彩的

“视界”，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古称夔

州，自古碧水环绕，却曾因粗放发展而
一度蒙尘。

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曾因采矿
遭受巨大破坏。居民罗益福回忆说，土地
受硫磺污染，一些地方寸草不生。2015
年当地关停污染企业，在荒山种树6500
余亩，如今森林覆盖率恢复到90%。

在长江、黄河上游各地区的共同努
力下，近5年来，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全
线达到Ⅱ类水质。滇池、洱海、乌梁素
海等重点湖泊流域水污染防治持续推
进。西部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稳步推进，
以汾渭平原、成渝地区、乌鲁木齐及周
边地区为重点，空气治理明显提升。

绿色西部，不仅仅是“蓝天碧水净
土”生态环境的改善，更是国家生态安
全的屏障。

沿长江、黄河上溯，直上青藏高原，
青海持续推进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
庇护生灵万物，滋养下游绿水青山。

在西藏，阿里地区造林5.3万亩，改
善茫茫荒原的生命环境。在河西走廊，
为阻挡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三
大沙漠的汇合南侵，甘肃近八成国土面
积纳入国家“三北”工程攻坚战范围，并
启动了首批重点工程。

青藏高原东南缘，车辆过四川茂县
土地岭，都会放慢速度，不远处便是大
熊猫国家公园中的“土地岭廊道”。

大熊猫保护专家介绍，大熊猫被分
割成多个小种群，面临基因退化问题。
四川通过生态恢复等工程措施建设“土
地岭廊道”，给大熊猫跨种群“相亲路
线”让路。途经此处的川青铁路专门实
施绕避，增加了 20%的建设量，隧道埋
深距离地面1000多米。在人们的呵护
下，目前廊道区域已监测到不少野生大
熊猫活动痕迹。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 5 年来，“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青
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生
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持续推进，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下降”；三江
源、秦岭、大熊猫等国家公园建设稳步
推进，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绿色西部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底色，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

开放西部：跨山海联世界
寒露一过，气温转凉，西部的国际

氛围却日益升温。
近期，在新疆，世界媒体峰会迎来

106个国家和地区的208家媒体、政府
部门和国际组织代表；在广西，中国—
东盟博览会签约项目109个，投资5亿
元以上项目多达93个；今年底，全球熊
猫伙伴大会即将在成都召开。

这是西部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
生动剪影。更加便利的交通、更加完善

的规则、越来越和谐的环境，让西部成
为了向西、向南开放的高地。

“中老铁路开通后，我们从昆明到
万象的物流成本节约了 30%。”上海仁
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负责人杨
杰说。

中国西部与10多个国家接壤，中老
铁路一开通，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
亚的“黄金线路”，截至今年9月，中老铁
路进出口货物突破1000万吨，货值突破
400亿元，跨境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泰
国、越南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
中国—东盟信息港、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等标志性工程加快推进，广西平陆运河
开工建设，“沪滇·澜湄线”国际货运班
列正式开行。

向西，中吉乌等铁路项目不断取得
突破，通过兰渝铁路等衔接西北西南的
铁路大通道，过去5年西部共开行中欧
班列3.5万列。

“向云端”，客货航线持续繁忙。乌
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哈萨
克斯坦、格鲁吉亚、匈牙利、英国、波兰
等超过10条国际货运航线。贵州今年
7月开通了全省首条洲际货运航线。在
1 小时高铁车程内，成都双流、成都天
府、重庆江北三个国际机场高频运转，
向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目标迈进。目前，
成都在飞客货航线375条。

近5年来，西部开放硕果累累。《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
面实施，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成
功举办，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
设成效斐然。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东盟
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西
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国家级展会
吸引力不断增强。

广袤的西部，已经形成跨越山海、
联接世界的开放格局。

幸福西部：创造共同富裕
千百年来，西部辽阔但苦于贫瘠，随

着打赢脱贫攻坚战、衔接乡村全面振兴，
西部群众正与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要想富，先修路。群山阻隔的贵
州，近年来万桥飞架，变成西南交通的

“十字路口”；甘肃 80 个县连通高速公
路，90%以上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蜀
道难”的四川高速公路里程已突破1万
公里；新疆、内蒙古、四川的支线机场数
量位居全国前三，加上各省区市高铁的
快速建设连网，西部时空距离大为缩短。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沟镇火
普村，彝语意为“山峰之巅”。2014 年
这里贫困发生率34.8%，村民仅能种点
土豆、燕麦。现在路通了，火普村依靠
发展蓝莓产业和特色文旅成功脱贫。
沿着产业步道行走，生机盎然的蓝莓
树、挺拔的红枫、绽放的索玛花漫山遍
野、簌簌作响。

西部曾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14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12个在西部，深
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全部位于西部。

西部地区5086万贫困人口全面脱
贫，56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23 年，
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3
万元。

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
村全面振兴。2023年，东部8个省市向
西部 10 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231.9 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
部 3045 人、专业技术人才 2.5 万人，一
大批帮扶项目落地见效。

西部自身也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
之路。紧邻四川凉山州的攀枝花市，正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探
索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三大差距”，
希望拉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
入群体行列。

乡村全面振兴的创造力不断被激
发。贵州“村超”“村BA”火爆全国，新疆
吐鲁番兴起了沙疗，宁夏沙湖旅游火热，
内蒙古农牧区拍短视频成为新时尚……

迸发蓬勃生机的广袤西部，同全国
一道，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西部 12 省区市，也将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
开发新篇章。

（新华社成都10月16日电）

（上接1版）这片 2 万余亩的土地上都
会种下数十个品种的蔬菜作物。

如何确保蔬菜种子、育苗、种植安
全？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丙谷镇雷窝村2
组的米易县绿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棚内，嫩绿的番茄、茄子、辣椒等蔬菜
种苗长势正旺，数十名工人忙碌着挨个
检查育苗盘，将有问题的幼苗筛出，再补
上健康、长势良好的幼苗。而这些种苗，
很快将走出温室，被移栽到大棚里。

绿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米易
县重点培育的省级示范社和打造的“共
富农场”单元，同时也是攀枝花市目前规
模最大的集蔬菜集约化育苗、新品种新
技术引进试验示范、科普教育培训、观光
采摘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示范园负责人冷兴瑶是“川渝农业
致富女能手”“攀枝花青鹏人才”，她坚
持以创新理念管理企业，目前，企业占
地115亩，设有工厂化育苗、新品种示
范、无土栽培示范温室等。“农业现代化
离不开科技，园区现已形成集新技术创
新孵化、新品种示范推广、新科技观摩
培训和科普观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农
业科技示范园，引领带动全县蔬菜产业
的现代化发展。”冷兴瑶说，“共富农场”
创新实施“党组织+”模式，通过蔬菜产
业种苗实验、科学嫁接、示范推广、订单
销售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合作共富式、
带动共富式、市场共富式、兜底共富式”
4种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带动村集体经
济和农户共同致富。

绿怡现代农业示范园不断引领带
动全县蔬菜产业科技进步，省农科院园
艺所、市农林科学院园艺所的专家，多
年来都在这里开展番茄新品种选育和
茄果类蔬菜绿色关键技术集成示范，每
年到这里观摩约2万人次，年示范蔬菜
新品种 100 个以上、示范新技术 10 项
以上，繁育供应蔬菜种苗 7000 万株。
企业培育的蔬菜种苗销售覆盖攀枝花
市，凉山西昌、德昌、会理、会东以及云
南丽江、华坪等地。

农业强基
一个人、一台收割机，1 亩多稻谷

在半个小时内完成收割。近段时间，白
马镇挂榜村水稻相继成熟，当地农户以
每亩350元的成本，租赁收割机收粮。
今年大春种植，挂榜村种植水稻的农户
比往年多，归功于农田灌溉水渠前进渠
改造升级，优化了灌溉功能，解决了农
户担心的种粮缺水问题。

前进渠项目主要建设任务为取
水口改造 1 处，对原有的 33 公里干渠
及渠系建筑物进行全面整治；续建 16
公里输水管网至米易县攀莲镇和草场
镇；新建 14 座提水泵站，总装机 4096
千瓦；新建巡渠道路17.5公里，配套灌
区信息化建设等，前进渠总长延长至
58公里。

近年来，米易县积极推动现代农业
加速发展，尤其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的“硬件”方面，先后投资 4.2 亿元，建
设 21 个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
晃桥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红旗堰灌区建设等。

21 个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包含
兼顾农村人畜饮水的小型水利工程，综
合治理河道、新建护岸项目，改造提升
标准化基地项目，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项目，农产品加工物流冷链设施、初加
工设施，以及社会化服务的病虫害统防
统治示范项目等。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质效，米易县强化院（校）地合作，
积极推动优质水稻品种种植示范，发展
中高山蔬菜种植，持续推进枇杷、芒果
绿色标准化基地建设。在“软件”提升
方面，大力推动农产品品牌化营销，培
育壮大“糃”稻品牌，深化与省内供销系
统电商平台的合作，不断拓宽特色农产
品外销渠道。

“预计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米
易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米易县将持续挖
掘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推
动农业农村改革再深化，现代农业发展
再加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再提升，助
力安宁河流域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第
二粮仓”，为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试验区筑牢农业根基。

（上接1版）对全面理解把握和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具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将把贯彻落实全会
精神与推进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进
一步厘清发展思路，细化目标任务，落
实工作措施，奋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在米易县白马镇，市委宣讲团第四
分团成员、市委党校党建党史教研室主
任、副教授宋斌，为党员干部群众作宣
讲报告，对全会精神进行全面解读，围
绕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
兴”发展战略，结合攀枝花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米易打造更具活
力的开放创新之城、更可持续的绿色智
慧之城、更富魅力的美丽宜居之城、更
有温度的文明幸福之城等作阐释。

宣讲报告全面系统，具有很强的理
论指导意义和针对性，让与会人员对全
会精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
指引，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抓手，不
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做好人才培
养，让群众生活越过越好。”白马镇马槟榔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贵阳表示。

在米易县二小教育集团，宋斌为米
易县教体系统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通过全面深入细致阐释全会
精神，与会人员深受启发，大家一致认
为，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加
快建设产业强、生态优、人文美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米易贡献力量。

据悉，9 月 19 日至 10 月 15 日，市
委宣讲团第四分团结合实际，根据部门
单位需求组织宣讲专家送讲，累计开展
集中宣讲和互动交流4场。

（上接1版）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计
划、省属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的考生，均
须考生本人在高考网上报名时主动申
报。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申报的考
生视为自愿放弃，责任由考生自负。拟
报考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考生，高考
报名时不用申报，志愿填报结束后，由
报名所在地县（市、区）招考委对考生报

考资格进行审核。

艺体报名
艺术体育类专业统考报名与普通

高考报名同时进行。艺术体育类考生
还需要完成艺术体育类专业统考报名，
未完成报名的，视为普通类考生，不能
参加艺术体育类专业统考。

奋力谱写这项世纪工程的新篇章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米易县：现代特色农业扬优成势

凝聚改革共识 激扬奋进力量

2025年四川高考10月24日开始报名

10 月 13 日，摄影爱好者在
迤沙拉村拍摄到的C/2023 A3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石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