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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霓本报记者丁明海

自财政电子票据改革以来，
达州市宣汉县卫生健康局积极
推动医疗票据电子化改革，目
前，全县 47家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均已实现医疗电子票据全覆
盖，完成“纸间”到“指尖”的转
型，标志着该县医疗票据正式进
入“无纸化”时代。

优化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
验。患者完成缴费结算后，只需
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微信搜索“电
子票夹”小程序，自动保存个人
电子票据，或通过网站“四川省
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
就能随时查验、下载、打印医疗
收费电子票据及收费明细，有效
减少传统式开票的排队等候时
间及纸质票据易损毁丢失的问
题，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大大提升患者就医
满意度和获得感。

提质增效，降低医院运行成
本。电子医疗票据从领用、开
具、查询、存储、报销全程电子
化管理，传统纸质票据的人力
物力得以解放，服务成本得以
降低；同时，有效杜绝利用虚假
票据报账现象，保障资金安全，
降低财务风险，提升医疗服务
效率。

信息互享，打破信息孤岛壁
垒。电子医疗票据系统打通了财
政、医保、卫健及各医疗机构的
信息通道，建立了“互联网+医疗
健康”信息管理模式，实现了各
部门电子化信息互联互通互享，
确保数据口径统一规范、来源可
溯、真伪可查。

共筑合作新桥梁
东北亚博览会展现四川风采

8 月 23 日，第十四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菲率四川代表团参会，并出席开
幕式。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副局长方
青、省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主任何仕
刚陪同参加。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以“共建东
北亚，合作向未来”为主题，围绕现
代装备与新能源合作、数字生活、东
北亚商品等设置各具特色的展馆。

吸引国内外 908家企业参展，其中
来自东北亚、欧美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等 41 个国家
和地区 188 家，国内 26 个省区市
356家参展。

四川省以“筑梦四川共享未来”
为主题设置四川馆，共组织 30余家
企业共 60余件产品参展。展馆规划
“智行四川”“康养四川”“悦享四川”
“乐游四川”四大展区，集中展示交通
制造、康养生态、食品纺织、旅游文创

四大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全方位推
介四川同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开
放机遇，全面推动“川企出四川·名品
全国行”取得实效，助力川企川品出
川，当好家乡“代言人”。

智行四川：
科技赋能 智行天地

该展区融汇科技与创新，展现
了四川在智能科技领域的巨大潜力
与成就，聚焦推动智能制造设备、智
慧城市、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世界 500强企业———蜀道集团的能
源路由器节点站、四川华西集团的
智能施工升降机模型等优质展品齐
聚其中，该展区不仅是四川高新技
术的展示，更是省内外优势企业创
新交流与合作平台。

康养四川：
绿水青山 康养福地

四川医疗资源富集，是康养的
首选之地。该展区全面展示了四川
省丰富的医疗资源、完善的配套设
施、舒适的优质服务。有体现传统康
养文化的中医养生书籍及产品，有
运用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制造的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CT）等
现代医疗器械及设备。

悦享四川：
自然天成 四川好物

舍得、五粮液等经典品牌的川
酒佳酿，竹叶青、宜宾川红、雅安和
龙藏茶等特色川茶以及四川本地食
品企业带来的特色佳肴悉数亮相，
现场为观众提供试吃试饮，品尝丰
富纯正的四川味道。

乐游四川：
大美四川 文化之旅

该展区用传统文化、文旅资源
呈现一场关于艺术和创意的盛宴。
入选中国外事礼品名录，多次被文
化部作为国礼赠送给多国领导人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木
版年画、四川单碗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申遗项目———酒城单碗、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吉祥
物蓉宝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现场，受
到观众极大关注。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环
节，吉林与四川的合作不仅有助于
实现两地互利共赢，更为东北亚地
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展望未
来，两地将继续深化产业合作，推动
创新发展，共同谱写出发展的崭新
篇章。

□本报记者李艳 /文实习记者冯庄 /图

达州市第一宣讲督导组走进通川区开展宣讲

为提升四川省民营经济“1+2”
政策知晓率，进一步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见效，近日，达州市第一宣讲督
导组组长陈亚军带队深入通川区，
召开四川省民营经济“1+2”政策宣
讲会，并现场督导通川区民营经济
工作。

宣讲会上，陈亚军对《关于促进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包
含的 10 项措施，以及《关于进一步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
包含的 22 项措施内容进行了宣传
讲解。其余宣讲成员结合部门职能
职责，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
惠企政策作了进一步细化解读。深
入浅出、细致入微的宣讲，吸引了全
区 30 余家民营企业代表认真聆听
学习。

在随后的汇报会上，督导组一
行认真听取了通川区民营经济“1+

2”政策宣传工作相关情况的汇报，
并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1+2”
政策的落地落实，多渠道、立体化、
全方位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精准辅
导，帮助企业看懂、吃透、用好政策；
要全面深入了解全区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状态，收集汇总民营企业提出
的意见建议和面临的发展“瓶颈”，
聚焦问题导向，为企业提供专业、精
准的服务，不断提升经营主体的发
展信心和能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
经济活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座谈会后，督导组一行还前往
达州市宏隆肉制品公司实地督导调
研通川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
川汉子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品牌
培育等方面情况。

□李万军张园园本报记者蒋永飞文 /图

本报讯（记者赵蝶）记者日前
从四川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获
悉，近日，2023（中国）亚欧商品贸
易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展会期间，四川企业接待客商
5000余人次，现场成交 450万元，
达成意向订单 4000余万元。

本届亚欧博览会以“弘扬丝
路精神 深化亚欧合作”为主题，吸
引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等 40个国家和地区 1300余家
中外企业参展，展览规模达 7万
平方米。四川省共组织 17个市州
54家企业参展，涉及食品农产品、
纺织服装、工业制造、文创旅游等
行业，企业数量和产品质量较往
年均有所提高，亚欧博览会秘书
处授予四川交易团“最佳交易团”
称号。走进四川展区，现场人头攒
动，各种展品琳琅满目，四川巴野
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现切火腿、试
吃等方式吸引人气，展位上人气
火爆，现场达成大量成交。乐山市
东川机械有限公司、四川铭悦食
品有限公司等积极与客商洽谈交
流，在当地找到了代理经销商；广

安市广安区佛手山食品有限公司
已经向展会上洽谈的公司供货。

亚欧博览会是推进我国向西

开放的重要平台，四川将积极借
助这一平台，打出名片、打造亮
点、塑造看点、营造“卖”点，以更

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合作，提速
对外开放步伐，促进全省外贸发
展。

打造亮点 营造“卖”点
四川 54家企业亮相亚欧博览会收获满满

阿坝州黑水县西尔镇：
300亩高原油菜喜丰收

春种一粒“籽”，秋收万斤
“油”。眼下正是油菜收割的时
节，阿坝州黑水县西尔镇麻窝村
300余亩油菜也褪去了金黄色的
“外衣”，迎来了大丰收。

近日，记者走进西尔镇麻窝
村油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半
人高的油菜铺满山间，成熟的油
菜已褪去诱人的色彩，一颗颗籽
粒饱满的菜籽，随着微风轻轻摇
曳，尽情展示着农户辛勤劳作结
出的累累硕果。村民们手拿镰
刀，在种植户三登杨初带领下分
工协作，轻割、轻放、轻捆，现场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今年是我试种油菜的第一

年，由于油菜品种好，田间管理
得当，产出的油菜籽饱满、含油
量高、味道醇正，效益还不错。下
一步，我将学习提升油菜种植专
业技术和技能，扩大种植规模，
带动周围更多村民从事油菜种
植产业，共同增收致富。”种植户
三登杨初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村已
完成油菜收割 100余亩，产量达
8000多斤，预计 9月上旬将全面
完成收割。油菜收割完成后，村

民们会将土地进行翻耕，继续种
植大豆、小麦等粮食作物，通过
土地轮作的方式，提高土地利用
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今年来，西尔镇按照黑水县
委“四业同优、六片共兴，四向
发力、六区共建”工作思路，梳
理优势找准定位，坚持“政府引
导、基地引领、农户种植”发展
模式，依托土地相对集中肥沃，
日照充足等地理条件，把高原
油菜、燕麦草、黄豆 、高山蔬菜
等产业作为推进全镇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助农增收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产业来抓，加大政策
扶持，创新发展机制，完善发展
模式，蹚出了一条农业产业促
农增收的新路子。
“下一步，西尔镇将积极探

索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子，鼓励农
户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服务好农业产业发
展，加大产业技术培训力度，为
广大种植户提供技术支持。通过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增
色、助农业增产、促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西尔镇副镇长任
国梁说。

□孔解本报记者赵蝶

达州市宣汉县：
医疗票据迈入“无纸化”时代

□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
记者走进四川广元朝天区大滩
镇横梁村火龙果种植基地，只见
青山之间，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
地排列着，大棚内，绿色的藤蔓
从支架上垂下来，一个个色泽艳
丽的火龙果点缀其间，工人和游
客正穿梭其中摘剪成熟的果实
……现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火龙果的采摘期从 8月初

开始，持续到 11月底。基地种植
了 50 亩火龙果，亩产 2000 余
斤，亩产值达 2万多元。”横梁村
村支部书记侯小燕介绍，基地的
火龙果主要销往成都、绵阳、西
安等地，而农旅结合、游客采摘
体验的发展模式也吸引了不少
广元、陕西周边的游客前来体验
采摘乐趣。
“我在采摘过程中吃了一个

红心火龙果，香甜多汁，味道特别
好，这一筐我都要带回去给家人
品尝一下。”从广元市昭化区前来
体验采摘的游客金晓提着满满一
筐火龙果走出大棚，她告诉记者，
她在网上了解到横梁村环境优美
无污染、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园
区产出的火龙果具有无公害、甜
度高、水分足、口感香甜等优点，
于是就和朋友相约前来体验一
下。“第一次采摘火龙果，有点新
奇，周边的风景也很漂亮，确实不
虚此行。”金晓高兴地说。

种下火龙果，酿出“蜜”生
活。据了解，除了种植火龙果外，
横梁村还利用基地外围的闲置
土地种植了桃子、樱桃、李子等
小水果，既丰富了游客的采摘体
验，也为横梁村的经济发展创造
了更多的机会。此外，每到农忙
季节，基地还会聘请周边村民对
火龙果园区进行除草、疏花疏
果、施肥等管护工作，解决了本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务工需求。
“我在火龙果基地上班已经

4年了，平时主要干一些修枝、施
肥、除草等活儿，每个月能挣到
4000多元，基地离家近，上班也
比较轻松，不比出门打工挣得
少。”在火龙果基地做日常管护
的赵全雄正熟练地将采摘下来
的火龙果分拣装箱，随着他麻利
的动作，一箱箱火龙果包装完
成，色泽鲜艳的果子也映红了他
的笑脸。

一颗果子致富，一个产业兴
村。近年来，大滩镇以实施乡村
振兴为抓手，以打造特色农业产
业为主线，聚焦食用菌、火龙果、
肉牛羊等特色农业产业，构建起
了“3+N”的农业产业模式。同时，
该镇带领各村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到产业园区就近务工等方式
稳定增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
红利，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村
强民富”的乡村振兴路子。

广元市朝天区：
种下火龙果 酿出“蜜”生活

广告

遗失公告
南江长赤未来贝星幼儿园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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