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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这几日，四川广元朝天区中子镇越龄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忙着制作各式各
样的月饼。“中秋节即将到来，我们目前已经生产了 60多
吨月饼，效益很好。”该公司负责人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像这样的月饼企业，在中子镇还有很多。曾经一些零
星散落的小作坊，历经多年的发展，日益成为现代化企业，
形成了规模。如今，中子月饼已成为朝天一大特色产业，更
是朝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3.9%，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11.3%。
今年以来，朝天区坚定生态立区、工业强区、文旅兴

区、协调发展工作思路，全力以赴拼经济、比发展，坚决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坚定工业强区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进朝天工业园区，一派加快建设、全力生产的火热
气息扑面而来。海螺水泥公司路旁的货车排起长龙等待装
卸，岚晟生物科技公司现代化生产线有序作业，广元旭航
构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声轰鸣……

朝天区委八届五次全会明确指出，坚定“工业强区”发
展战略，围绕“做大总量、做优质量、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思路和“产业集群、园区集中，产城融合、两化互动”布局，
发挥工业主导作用，扬优势、锻长板，促创新、增动能，建集
群、强主体，推进产业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朝天新开工项目 60个，14个省市重点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25.01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24.5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5%。

在总结工作成效的同时，朝天直面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的挑战。比如，工业发展总量不大、质效不优仍是突出
短板。

下一步如何发力？朝天区将坚持资源转化、创新突破、
绿色崛起、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五大”路径，持续优化“1+
1+N”工业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到 2027年，实现工业产值在现有基础上翻番，工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
85%以上。到 2035年，工业强区基本建成，形成一批深度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特色优势的产业
集群，三次产业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全面增强，现代化产
业体系总体形成，与全国、全省、全市同步基本实现新型工
业化。

聚焦文旅兴区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小吃集市、晚会表演、非遗文化……曾家山夏天的夜
晚格外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在这里感受清凉。

近日，位于两河口镇的烟云里民宿依然满客。该民宿
是今年新打造的，古朴、典雅的风格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
而来。“七、八月份，我的民宿几乎每天爆满，能有这样好的
收益，完全得益于朝天文旅产业发展的红利。”说起旅游，
民宿负责人罗久欢喜形于色。

今年上半年，朝天文旅经济强劲复苏。尤其是在节假
日期间，曾家山、明月峡、雪溪洞等景区游客如织。据了解，
上半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39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43.8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5.4%。
文旅经济强劲复苏的背后，是朝天聚焦文旅融合、着

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的真实写照。
上半年，朝天全面推动文旅项目建设，围绕望远山、吊

滩河、汉王洞等优质资源，新策划包装山地户外运动基地、
大型主题游乐园、汉王洞景区开发等 11个精品招商引资
项目。曾家山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一期）、荣乐养生谷、曾
家山原乡等 9个重大文旅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同时，创成了一批文旅品牌。明月峡、曾家山、雪溪洞、
川洞天坑、滑雪场成功入选中国特品级资源推荐目录；朝
天区入选四川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
建单位名单；曾家镇荣乐村、石鹰村成功创建为第四批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深化城乡融合 加快美丽县城和和美乡村建设

徜徉朝天大地，城与乡宛如一枝并蒂莲，花开两处各
自芬芳：主城区，房屋林立设施齐全，城市品质功能加速升级；乡村里，村容村
貌整洁美观，大道如砥四通八达，游人如织处处和谐……

人民群众在城市文明与乡村风情的深度融合中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一幅城市有引力、乡村有魅力的动人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朝天区坚持把抓实城乡融合作为增进
民生福祉、提升发展颜值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美丽县城、特色集镇、和美乡
村建设。

突出功能完善、人口聚焦、品质提升，大力实施主要干线提质扩容、进出
通道改造升级，全力推动金堆新区开发，不断拉伸城市骨架、拓展城市空间。

围绕公园城市理念，推进景城一体建设，加快城市更新和第五立面美化
改造，建成陵江海绵公园，改造老旧小区 43个，完成城区道路黑化，南出口和
三官桥道路改造即将建成，雪溪路加快推进。

坚持突出特色，积极推动建设羊木小城镇综合体、中子产城共融综合体、
曾家乡村旅游度假综合体。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大”提升、基础设
施“五网”共建共享、山水林田湖“五项”系统治理。

……
以城带乡促乡村振兴，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公共服务“无缝对

接”，一件件民生事件背后，无不展现出朝天在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越走越好。城乡融合发展，诗与远方竞芬芳……

近日，成都博物馆携手四川省林业和草
原调查规划院共同举办“大美四川·共享蜀
境———自然教育主题嘉年华”活动，通过内
容丰富的展览、互动讲解、科普游戏和专题
讲座，共吸引了 600多组亲子家庭 1500多
人参加，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为期三天的活
动在成都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圆满落幕。

成都博物馆作为四川省及成都市的科
普基地，持续深耕自然科学教育工作，创设
了形式多样的自然科普系列活动，进行科学
教育普及、宣传与服务。此次活动是成博与
四川省林草规划院首次合作开展的生态保
护公益宣传与自然教育活动，旨在让公众尤
其是青少年儿童正确认识、了解和保护自
然。本次活动也是成都博物馆 2023年全国
科普日系列活动之一。

现场的科普展示和互动游戏分为“大熊
猫物之灵”“贡嘎山之巅”“若尔盖水之蕴”
“解密古树名木”“走近保护者”5个板块，参
与者可以尽情体验如神奇物种戳戳乐、熊猫
飞行棋、贡嘎山拼图、底栖生物观察、古树考
古分析、保护科技设备操作、知识抢答等 7
个寓教于乐的活动。互动式游戏体验不仅让
孩子们收获了自然观察和动手操作的乐趣、
和一线保护工作者及研究者深度对话的机
会，还体会到了基于四川家乡的科学之美，
趣味盎然，满载而归。

另外，在两天的专题讲座中，从事一线
生态保护和自然教育工作的人员分享了“大
熊猫国家公园怎么玩”“在若尔盖科研工作
的所见所想”“贡嘎三明治”“实施飞鸟‘逮捕
令’”等干货满满的知识和妙趣横生的故事，
让孩子们增加了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
区和自然保护地的动植物物种和栖息地的
认识。

本次活动聚焦大熊猫国家公园、贡嘎
山、若尔盖草原与古树名木等大美四川热
门自然元素，推进“将自然带进课堂，将孩

子带入自然，将自然教育价值带给家长和
社会”的多维度教学，讲好生态故事，弘扬
生态文化，分享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
成果。

四川自然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居全国第
一，森林覆盖率超过 40%，是长江黄河上游
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是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
区幅员辽阔、生机盎然，是以大熊猫为核心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家园；川西若尔盖大
草原草泽连绵、牛羊驰骋，是人与自然近距
离沟通的纯净沃土；蜀山之王贡嘎山雄伟壮
丽、奇峰险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
见证；蜀道翠云廊古柏参天、历史悠久，是四
川古树名木保护成果的绝佳展示。

此次自然教育旨在让公众深入了解保
护地内物种基因库之珍奇及古树名木的千
年韵味，近距离感知蜀境物之灵、水之韵、山
之神、树之魂，唤起公众对四川丰富多样自
然资源的关注与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
识，让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正确地认
识自然、了解自然，更好地树立“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价值观念。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是分享四川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博物馆
联合科研院所，共同展示社会责任和使命担
当的精神体现。在未来的日子里，愿大家同
做“大美四川”宣传员、大自然的保护者、生
态文明理念的倡导者和传承人，共同为建设
美丽巴蜀、生态四川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
川
广
元
市
朝
天
区
：

拼
经
济
比
发
展

努
力
开
创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局
面

9月，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

“大美四川·共享蜀境———自然教育主题嘉年华”
在成都博物馆落幕

□本报记者胡斌文 /图

为残疾人、老年人建设无障碍生活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
9月 1日起施行，为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
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提供法治保
障。

本法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
居住区、公共建筑、公共场所、交通运输设施、
城乡道路等，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
准。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
提供便利。

公共服务场所涉及医疗健康、社会保障、
金融业务、生活缴费等服务事项的，应当保留
现场指导、人工办理等传统服务方式。与残疾
人、老年人相关的服务机构应当配备无障碍设
备，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方面提供无障碍
服务。

推动法援案件办理程序
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

新修订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
自 9月 1日起施行，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
办理程序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新修订的程序规定明确，申请法律援助
时，不再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但如果申
请人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者证明材
料，可以一并提供；申请人提供材料不齐全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充的全部内容。

法律援助人员要依照法律、法规等规定，
遵守有关法律服务业务规程，及时为受援人提
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不得向受援人收

取任何财物。

依法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和
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
自 9月 1日起施行，依法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和
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条例规定，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非法
人组织在正当权益被侵犯、涉嫌违法犯罪、基
本生活保障出现困难、因重大突发事件人身财
产安全受到威胁等情形下，驻外外交机构应当
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驻外外交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
民政府分别承担安全预警、安全宣传、教育培
训等工作职责，外交部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视
情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会同外交部建立国外旅游目的地安全风
险提示机制。

依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自 9月 1日起施行。

本法明确，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持
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科学防控、系统治理。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修复，实行自然恢
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
理。国家建立健全青藏高原生态风险防控体
系。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
动等活动，应当遵守安全规定和文明行为规

范，符合区域生态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管控
和规范要求；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
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

健全私募基金监管制度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自 9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将契约型、公司型、合伙型等不同组
织形式的私募投资基金均纳入适用范围，规定
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或者以
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依法设立公司、合伙企
业，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
为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活动，适用本条例。

国家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政策支持，鼓励
和引导其投资成长性、创新性创业企业。

优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自 9月 4
日起施行。

办法围绕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任免程
序，管理办法细化独立性判断标准，并对担任
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良
好品德作出具体规定；改善选任制度，从提名、
资格审查、选举、持续管理、解聘等方面全链条
优化独立董事选任机制，建立提名回避机制、
独立董事资格认定制度等；明确独立董事原则
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
兼职要求。

规范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
采集著录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
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自 9月 29日起正
式实施，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门类非遗
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著录工作。

标准明确了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
总体要求，规定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等十大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采集
方案编制、采集实施、资源著录方面的业务要
求和技术要求，共 11部分。

据新华社

9月，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推进无障碍设施建
设，让残疾人、老年人生活“无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更
加便民利民，对困难群体的保障更加有力……法治更进
步，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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