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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丹）记者从四
川省人民政府网站获悉，日前，四川
省政府正式印发《四川省国土空间
规划 (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了战略定位、规划目
标、空间总体格局等，是未来十多年
四川的发展蓝图。该《规划》已于今
年 1月获国务院批复。
《规划》共 11章，包括现状分析

与风险识别、指导思想与规划目标、
构筑以“三区三线”为基础的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规划传导与实
施措施等。

《规划》规划范围为四川省全域，
规划基期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年至 2035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规划》提出，到 2035年，耕地保
有量不少于 7542.57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6306.88万亩。
生态保护方面，到 2035年，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不少于 14.85万平方千米。
区域建设方面，到 2035年，城镇开发
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 1.3以内。
《规划》突出四川在国家大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立足省情实际，推动
将区位、人口和资源等比较优势进

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明确四川战
略定位为：内陆开放、带动全国的高
质量发展新支柱；稳定后方、服务全
国的战略安全保障区；率先示范、引
领全国的生态文明新标杆。

在构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方面，《规划》明确要扎实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统筹划定
落实“三区三线”，深入实施主体功
能区战略，科学安排城镇建设、村落
布局、耕地保护、生态涵养，推动人
口规模、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相协
调，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

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
空间，为“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
共兴”奠定坚实的空间基础。
《规划》提出推动五大片区突出

特色、协同共兴。成都平原经济区、
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以优化
提升为重点，按照“优化布局、突出
重点”要求对各类空间进行统筹整
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川
西北生态示范区和攀西经济区以生
态保育培育为重点，按照“面上保
育、点上培育”要求，走“守护·展示”
新型发展道路。

“包边的时候需要剪好包边条在布
料的反面拼合，然后翻到正面，沿着边缘
缝合。”近日，由广元市朝天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羊木镇联合开展的 2024
年缝纫工职业技能培训班在羊木镇金顶
村前瞻铭鼎服饰有限公司开班，60余名
学员认真聆听培训老师讲解缝纫技能知
识。

培训中，培训老师围绕服装裁剪、
服装制图知识、实践操作等相关知识
进行授课，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实操
互动型教学的方式，让学员学习裁、
剪、缝、拼、贴等技巧，掌握手缝和机缝
技能。培训还邀请到了企业负责人为
参训学员重点讲解服装生产与安全知
识，让学员进一步加深了对服装制作
工艺流程的了解。
“政府把技能培训班办到了家门口，

不仅能够免费学技术，还帮忙推荐工作，
真是太好了。”学员贺雅婷高兴地告诉记

者，她一直想找一份离家近、方便照顾家
庭的工作，这次缝纫工职业技能培训让
她觉得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两个月，不仅
帮助学员们提升专业技能，还打开了就
业大门，学员结业后可以优先入职广元
市前瞻服饰有限公司，有效实现“培训+
就业”无缝衔接。
“开展缝纫工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不

仅能帮助农村留守妇女等剩余劳动力、
就业困难人群获得一技之长，实现就近
就业，还能帮助本地帮扶车间培育本土
纺织行业技能人才，满足用工需求。”羊
木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贺国英介绍，下
一步，该镇将紧扣“定向培养，对标输送”
关键，根据企业生产需要、新职业新业态
发展需要，完善培训政策信息咨询、职业
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为农民工提供
家门口、全方位、普惠化的培训服务，助
力本地劳动力稳定就业。

眼下正值春播春种的好时节，作为四川省最
大的水稻制种基地、首批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基地县的绵阳市梓潼县，正紧锣密鼓开展水稻
大面积集中育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
基础。

黎雅镇兰花村地处梓潼水稻制种的智慧种业
核心示范区，近日，在兰花村“1+N”秧工厂，记者
看到，水稻育秧流水线马力全开，平田、作厢、摆盘
等工序一气呵成，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摆盘、
放土、喷淋、投稻种、覆土，工人们熟练操作育秧机
开展自动化作业。
“1+N”秧工厂是梓潼县耀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产业，“1”即一个育秧基地，“N”即多个地方，或者
是千家万户，主要为农户提供水稻优质品种选择、
育秧、插秧一条龙服务。
“我们培育秧苗主要供给种粮大户和周边散

户，覆盖江油、盐亭、南充、游仙等地。我们的育秧
基质都是自己的配方，更加适合秧苗的培育。”梓
潼县耀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席泽红说。

经过流水线作业，一天能育秧 15000盘，满足
600亩大田的用秧需求。采用“叠盘暗化”技术催
芽后，即可转移到秧田进行育秧，尽显“科技范”。
大面积集中育秧，不仅能满足种粮大户和周边种
粮散户秧苗自用，也能减少人力成本，解决农村劳
动力短缺问题。

梓潼县黎雅镇农技员姜雨龙介绍，机械化育
苗可以减少人工流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可以
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梓潼县当前推广的叠盘暗
化技术，能够实现水、温度的精准调控，秧苗发芽
率预计比传统育秧技术提高 20%，亩产能够提高
10%，能够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预计每亩能
节约人工成本 150元。

据悉，近年来，梓潼县深入落实粮油单产提升
行动，通过大力推行水稻育秧集约化、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使用工厂化育秧技术保障春耕春播，为
传统农业注入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县共有现代化
育秧生产基地 50个，集中育秧供应绵阳及周边大
田生产面积 50余万亩。

近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武侯法院）与武侯区残联召开无障碍诉
讼服务和诉讼权益保护工作座谈会，双方就
互培互学、涉残矛盾排查、共建维权链条等
方面进行探讨交流，并就全方位推进无障碍
诉讼环境建设、全过程实现无障碍信息交
流、全链条助力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双向联动
机制达成共识，着力推进残疾人权益保障新
格局，共同形成残疾人司法保护合力。

随处可见的助残元素，彰显司法关
爱。武侯法院为残疾人提供助残绿色通
道、无障碍电梯、残疾人休息专区和无障
碍专用卫生间，配备轮椅、拐杖、助听器等
物品，印制盲文版诉讼服务指南，全面关
注残疾人的人格尊严，保障其诉讼权利。
设置“涉残”案件标识，健全涉残案件司法
救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依法提供
缓、减、免诉讼费等司法救助，强化对残疾
人的关心关爱。

定向服务的助残队伍，传递司法温度。
武侯法院深入调研涉残群体的司法需求，分
门别类设计“填空式”起诉状、申请书等材
料，深度运用立案调解引导、诉讼风险评估、
专业技术调查、外出调查调解、执前督促和
解等延伸服务，补足涉残群体的诉讼能力短
板。设置助残导诉专员和指唇语志愿者，为
来院残疾人提供全程陪伴、诉讼事务“一对
一”辅导和专人代办帮办服务，实现优先接
待、优先办理、优先立案。

专业高效的助残能力，体现司法力量。开
展“以爱化‘碍’”专项活动，为残疾人提供全
面关爱、全程陪伴、全域规范的一站式“无障
碍”诉讼服务。对服务规范、交流方式、严守词
语和行为禁忌进行标准化培训，实现助残理
念从仅关注无障碍“硬件设施”向“观念无障
碍”转变。对助残服务进行台账监管，定期回
访监督服务质量，提升助残服务精细化、个性
化、专业化水平。对行动、视力、听力等辅助器
具的正确使用以及手语、唇语等技能开展专
题培训，推进无障碍信息交流，让残疾人感受
到被尊重、被温暖。

下一步，武侯法院将密切与武侯区残联
的沟通协作，全面提升法院无障碍诉讼服务
软硬件水平，协同优化无障碍诉讼环境，组
建无障碍诉讼服务队伍，切实打通联系服务
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
益。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正式印发

绘就未来十多年空间蓝图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效办成一件事
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德阳市医疗保障局实施“为民便民”十大举措

近日，德阳市医疗保障局召
开“‘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民便民
十项举措行动暨医保基金监管
集中宣传月‘十个一’活动”专题
新闻发布会。会上，德阳市医疗
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乾介
绍了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十个一”活动有关情况，德阳市
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医保事务
中心主任宗和维介绍了《推行高
效办成一件事 实施“为民便民”
十项举措行动方案》有关情况，
并答记者问。

李乾介绍，国家医保局将每
年 4 月定为医保基金监管集中
宣传月，就是要加大政策宣传，
引导社会参与医保基金监管，共
同守护基金安全。今年，按照国、
省统一安排部署，德阳市印发
《集中宣传月活动方案》，围绕
“基金监管同参与 守好群众救
命钱”活动主题扎实开展“十个
一”宣传月活动，持续打造“十个
一”宣传品牌。通过线上加线下
的方式，开展政策宣传、警示教
育、守信承诺等活动，积极构建
全社会共同参与、共享共治的社

会格局。
宗和维表示，德阳市医疗保

障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贯彻落实国、省医保部门
关于在医疗保障服务领域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要求，以为
民便民为重点，立足本地实际，
制定了为民便民十项举措 30条
实施内容，大力推进经办服务精
细化管理、智能化服务，建设“只
进一门”“一网通办”“一线应答”
的多元医保服务渠道，推动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和跨部门联动联
办，努力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
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
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打造“服务
最便捷、群众最满意”的德阳医
保品牌，提高群众、企业和医药
机构获得感。

为确保十项举措取得实效，
今年德阳市医保系统将开展“开
门问计、数据共享、延伸服务、微
笑暖心、能力提升、政策宣讲、便
捷办理、容缺受理、免申即享、幸
福加码”十大具体行动，推动实
施内容系统化、常态化推进，圆
满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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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朝天区：
技能培训送上门
助群众“家门口”就业

□高丽君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本报记者胡斌实习记者冯庄文 /图

近日，由四川天府新区婚姻
登记中心、四川天府新区精神文
明建设办、四川天府新区万安街
道办联合指导的缘分天府系列之
“万福之地·文明兴家”活动在成

都豪生大酒店举办。
此次活动希望以集体颁证仪

式向新婚夫妇传递婚姻家庭正能
量，引导广大青年传承家庭美德，
为婚姻家庭幸福保驾护航，共同

营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随着开场音乐响起，精彩的
节目接踵而至，“云泽织梦”专业
模特团队带来了一场令人目不暇
接的婚纱走秀表演，模特们身着
华丽婚纱，款款走来，展现了不同
风格的婚纱礼服，为新人们提供
了丰富的视觉灵感。

仪式环节尤为感人，新人们
轮流上台，分享了彼此心中的爱
意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四川天府
新区婚姻登记中心颁证员吴碧的
带领下，他们宣读了结婚誓言，这
一刻，不仅是对爱情的承诺，也是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随后，影
视明星陈圆作为特邀嘉宾为新人
们颁发了纪念册，作为对新人永
恒爱情的见证。

为了让活动更加贴近新人的
需求，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具有代
表性的新人上台分享他们相识、
相知、相恋的爱情故事。真挚的分
享让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深受感

动，也为新人们提供了经营幸福
婚姻的宝贵经验。

随后，在新婚课堂环节上，
专业讲师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引
导新人们树立正确的家庭观，探
讨如何经营一个安全、健康、文
明、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内容
深入浅出，受到新人们的广泛好
评。互动游戏环节更是将活动推
向了高潮。三组不同的游戏设计
巧妙，考验了情侣间的默契。

天府新区婚姻登记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本次集体婚礼颁证
沙龙活动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一
个展示爱情的平台，更致力于为
他们的婚姻生活开启幸福之门，
让更多的适婚青年感受到爱情的
力量和美好，为新人们的爱情旅
程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同时，
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参
与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地方婚庆
产业和经济发展，满足市民群众
需求，切实增强市民的满意度、获
得感。

传承家庭美德 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万福之地·文明兴家”缘定天府集体婚礼颁证活动举行

□本报记者胡斌实习记者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