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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最后两个月 打好全年收官战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统计局了
解到，2023年前三季度，成都市服
务业呈现逐季回升、稳步向好态势，
增加值同比增长 8.3%，在上半年恢
复发展基础上继续回升。

服务业持续提速，向好势头不
断巩固。前三季度，全市实现服务业
增加值 10736.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分别较一季度、上半年回升
1.0、0.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全省
2.3、0.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
经济总量比重 66.6%，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80.0%，继续发挥经济
增长主引擎作用。

现代服务业行稳势好，发展活
力不断释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平稳增长，实现增加值
973.69亿元，同比增长 8.4%；占服务
业增加值比重 9.1%。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较快增长，实现增加值 741.55
亿元，同比增长 11.2%，占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 6.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发展加快，实现增加值 815.09
亿元，同比增长 11.6%，较上半年提
升 2.4个百分点，占服务业增加值
比重 7.6%。

接触型服务业恢复向好，支撑
贡献不断提升。交通运输业企稳回

升，实现增加值 1063.0亿元，同比增
长 13.0%。客运市场全面回暖，铁路、
航空客运量分别同比增长 114.5%、
110.1%；公路客运量增长 39.0%，较
上半年回升 16.3个百分点。商贸业
回暖攀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1490.84亿元、
377.99亿元，同比增长 8.4%、16.5%，
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均较上半年
提升。居民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
恢复提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分别实现
增加值 293.78 亿元、119.0 亿元，同
比增长 8.0%、5.1%，较上半年回升 0.7

个、3.6个百分点。
新兴动能发展活跃，升级步伐

不断加快。重点领域平稳发展，规模
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
务业、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同
比增长 14.7%、18.4%和 17.6%，均实
现较快增长。数字技术带动新兴业
态加速发展，全市限额以上住宿和
餐饮业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
的餐饮收入增长 64.1%，较上半年提
高 44.5个百分点。电子商务扩量提
速，全市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交易额
同比增长 26.4%，较上半年提升 10.7
个百分点。

德阳市旌阳区：

首批 31名行政办事员
正式“持证上岗”

宜宾南溪高标准农田
项目建设年底完工

近日，记者在宜宾市南溪区
仙临镇高新社区村看到，该地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工
程有望在十二月底前完工。

在建设现场，几辆大型挖掘
机轰鸣着，将坡地改造为平地，将
小块田平整成大田。据现场项目
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进行坡改
梯和田型调整，下一步将进行二
次调平工程。
“坡改梯大概有 1800 亩，田

型调整有 2000多亩，总共 4200
亩左右。除了主体工程的土地平
整，我们还有配套设施和 2.5米
宽的生产道路。”宜宾建投水利
水电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段斌介
绍。

项目在实施主体工程的同
时，还将建设附属设施，包括田
坎、放水口、下田坡道、生产道、机

耕道等，整个主体工程预计将在
十二月底结束，附属设施建设也
将陆续于春节前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
是将坡地改为平地，将小田改为
大田，并配备灌溉、道路等基础
设施，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打下坚
实基础。“土地整理后，就可以实
现机械化，既可以节省劳动力，
又能保证粮食收成，避免土地撂
荒。”段斌介绍。

据悉，今年该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共涉及高新社区村、联
盟村 2个村 ，整理面积共 2000
余亩。下一步，仙临镇将紧盯“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目标，大
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高
效率建设、高标准推进、高效率利
用，进一步筑牢乡村建设“耕”基，
保证粮食生产。

□吴攀峰钟雪珂本报记者庞贵唐

智慧民政 提升地名数据质量
———成都市青白江区民政局全面完成区划地名数据信息更新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
间位置上自然物或人文地理实体
的专有名称，是人与空间建立特
定联系的重要手段。当今社会，
地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青白江区民政局着力提升区
划地名信息化管理水平，以区划
地名数据高质量，护航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该
局完成了 8类地名数据共 803条
数据的更正更新，提升了全区地
名数据的准确率、时效性和实用
度。

在区划地名数据更正更新
中，青白江区民政局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细化方案，狠抓落实，通
过强化组织、制度、资金、技术“四
个”保障，确保地名数据提升专项
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与此同时，该局多管齐下，多
方联动，多向发力，力求“五个”到
位，确保区划地名数据质量提升
强有力推进。一是业务培训到位。
组织开展各镇（街道）民政干部专
项业务培训，将工作方案中各项
要求及时传达，培训地名“明白
人”。二是多方沟通到位。建立数
据质量提升工作群，方便及时答
疑解惑，对报送数据的共性问题

进行工作提示，协调解决工作中
的堵点和难题。三是数据共享到
位。积极协调多部门数据支持，
向规自局、水务局、交通局等部门
协调，获取权威可靠的专业地名
数据。四是信息比对到位。利用导
航、移动智能终端找到位置后完
成地名信息采集；对于没有相关
批复文件的地名数据，通过查询
地名志、地名录、二普资料等其他
材料描述；对空间定位不准确和
起止点存疑的道路，坚持存疑道
路全部实地踏勘核实，确保信息
库中数据准确规范。五是文化挖
掘到位。通过网上查找相关资料，
与地名专家核对，从地方志办、档
案馆等提供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史
记中深挖地名文化内涵。扎实开
展实地考察，对于乡村老地名，工
作人员走村入户，找老乡贤、老住
户了解情况，确保准确无误。

青白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指出，做好区划地名数据质量提
升，关键在于用好用活第三方和
把好数据审核关，以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用
心在一线，用力在基层，慎始善
终，精益求精，努力交出一份区划
地名数据质量提升工作的优秀答
卷。

□蔡爽 本报记者康立维

11月 13日，四川德阳市旌
阳区首批 31 名获得国家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的行政办事员正式
“持证上岗”。

为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综
合窗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推进
政务服务向规范化、标准化、职业
化、专业化发展，5 月，德阳市政
务和大数据局印发《德阳市政务
服务综合窗口能力提升和职业化
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旌阳区行政审批局积
极响应，首先在旌阳区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窗口人员中推行“持证
上岗”工作。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过线上

直播和线下培训两种方式，对行
政办事员岗位要求、工作纪律、服
务规范、政务沟通技巧、政务服务
礼仪等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进行
了系统学习，通过跟窗实训、模拟
演练和实操考核后，最终以优异
成绩取得了行政办事员职业技术
水平证书，正式“持证上岗”。

据悉，下一步，旌阳区行政审
批局将分批次对全区镇（街）、村
（社区）便民服务点位、政务中心
入驻部门和各政务服务分中心的
综窗人员中开展“行政办事员”系
统化培训和职业资格认定，推动
实现政务综窗人员持证上岗全覆
盖。

□龙浩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前三季度
成都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本报记者李艳

近日，四川省广安市社会
保险局针对农村参保群众居住
分散且老弱病残较多的情况，
组织专门的“社保蓝”志愿服务
小分队，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
点，走村入户，从群众最关心的
事情抓起，从群众最关切的事
情帮起，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
做起，面对面帮助群众办理个
人权益记录查询、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待遇领取资格认
证等事项，用脚步丈量村庄田
野，让山区群众感受到了温暖。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社保蓝”
在行动

初冬时节，阳光明媚。走进广元
市朝天区羊木镇金顶村的油茶产业
园，只见百亩油茶林连绵起伏，一颗
颗饱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万千花
朵点缀其间。当地村民正手提口袋，
穿梭在油茶林间，趁着晴好天气采
摘油茶果。
“一亩茶山百斤油，家家户户不

用愁。”采摘油茶果的同时，油茶花
正怒放着，满树繁花与累累硕果同
枝分布，油茶“花果同期、抱子怀胎”
的特性也被村民们津津乐道。
“今年油茶丰收已成定局，油茶

树上这么多花儿，预示着明年又是

丰收年，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红
火！”“在产业园采摘油茶果，一天能
挣到 100元钱，零花钱不用愁了。”
村民们忙碌地采摘着油茶果，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
食用油料树种之一。它适生范围广，
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观赏性强的特点，能够有效改善
人居环境。茶油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具有降血脂、降血压的功效，享有
“东方橄榄油”和“软黄金”之美誉，
长期食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医疗保
健作用。

“今年我们村共种植了 300 余
亩油茶，可以产出 18000多斤山茶
油，按照目前的市场价，预计能收入
50万元。”金顶村党支部副书记付
文龙介绍，油茶产业属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且产业链长，是解决创业就
业、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途径。

近年来，羊木镇金顶村把发展
林下经济作为深入推进农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支撑，采取“集体 +农户”
的发展模式，示范引领带动，将低产
林转换为高效种植的油茶林，盘活
了“沉睡”的山林资源，让群众吃上
了“生态饭”，油茶产业已经发展为

金顶村农民增收、林业增效、生态改
善的重要产业。
“持续把林业产业发展与乡村

振兴战略有效结合，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守护绿水青山、挖掘金山银
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
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付文龙表示，
下一步，金顶村将引进专业榨油机
器，并聘请相关专家对榨油技术进
行指导。同时，计划再种植 400余亩
油茶，并从油茶产业的种植、加工、
营销、融合“四端”发力，打造出金顶
油茶品牌，为羊木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添砖加瓦。

广元市朝天区：
发展油茶产业 为乡村振兴加“油”

□冉金鹭沈琦东本报记者魏彪

德阳首个城市共享花园开放
方寸之间共建美好

日前，德阳首个城市共享花园
正式开放，不仅新增一处打卡好去
处，也成了社区活动的实践地。

近日，德阳首个城市共享花园
迎来了一场“美美与共”游园会活
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市民们可以
在这里免费学习插花、参与盆栽组
合，还可以和草花达人、热植达人、
多肉达人分享园艺技巧和种植心
得。
“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中开展活

动，和花友们一起交流养花心得，我
觉得很舒服、很惬意，希望以后可以
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市民黎佳说
道。

自共享花园开放以来，这样的
活动频频开展，受到了辖区居民的
欢迎和一致好评。

据旌阳街道红雨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唐丽华介绍，共享花
园是由德阳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局、

市园林学会、旌阳街道红雨社区及
红雨社区居民代表联合试点共建，
从口袋公园到共享花园，社区居民
共同参与花园的打理和美化，这里
不仅是一片美丽的绿地，更是居民
们发现、探索、共享自然之美的场
所。
“我也参与了共享花园的打造，

现在花园建设好了，环境变好了，我
们平时可以在这里散散步，感觉心
情特别愉悦。”社区居民丁华蓉说
道。

据悉，该城市共享花园位于黄
山路一段 309号，面积约 100平方
米，由“森林来信”花园、“芬芳之韵”
花园组成。其中“森林来信”花园以
都市农耕体验为主题，以建立社区
情感纽带为核心，让居民在种植过
程中彼此熟悉，打破陌生邻里关系；
“芬芳之韵”花园则彰显德阳作为工
业城市的底蕴，设置了 10个不同高

度的花箱和 6张坐凳，满足观赏、栽
植、互动等功能。
“首个共建共享花园的打造开

启了城市绿地空间建管的新模式，
进一步调动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

积极性，拓展了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新空间，完善了公园绿地多元服务
功能，丰富了市民日常生活，提升了
城市幸福指数。”德阳市园林管理局
工作人员李巧自说道。

□罗涛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