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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本报记者沈仁平

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老
旧小区的改造升级已成为提升城市品
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为了切实
把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民生工程”真正打
造成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近段时
间以来，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把握好当
前政策机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拉满”建设进度，持续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以空间换时间，解决好老旧小区改
造中当前和长远的问题，切实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回头看提进度 完美交卷赢民心

“要加紧把‘蜘蛛网’改造进度再往
前赶一赶，确保快速完成，不影响居民的
生活。”近日，在邻水县万泰花园的施工
现场，记者看到，该县住建局和建发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正通过“回头看”，查找老
旧小区改造中还存在的问题，并监督改
造过程中的其他工程进度。
“万泰花园小区经过前期的改造，目前

已经完成了工程进度的 75%左右，但现在
强弱电等线路推进缓慢，道路黑化、小区绿
化、路灯安装、文化植入等尚未完成。”邻水
县鼎屏镇老旧小区改造甲方现场代表苟衡
介绍，为此，他们与住建局一道，坚持问题

导向，成立工作专班，制定老旧小区改造
“回头看”整改方案，按照任务清单，对改造
工程进行定期检查和验收，并现场监督和
交办，确保各项工作及时快速推进并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的重要内容。如何让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更加规范、高效地开展，需要相关部门的
监督。以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拉满”为目
标，邻水县住建局与建发公司等积极建
立了改造工程“回头看”工作机制，按照
“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原则，对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定期回访和检
查，确保改造效果高效、居民满意。
“通过这一机制，我们不仅能够及时

发现并解决问题，还能够收集居民的意
见和建议，为今后的改造工作提供有益
参考。”苟衡说道。
目前，在各部门的努力下，一项项工

作正加速推进，一个个老旧小区也正在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改造工程的
深入推进和改造质量的不断提升，“老居
民”已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改造进度疾驰 老旧小区换新颜

在邻水县畜牧局家属院，记者看到，

现场一片忙碌景象。工人师傅们顶着烈
日，分散在小区的各个角落，各负其责，
正在对小区进行施工改造。
“我们现在是进度拉满，加班加点

地组织工人、机械设备，对老旧小区化
粪池、雨污沟进行开挖。”老旧小区第四
批畜牧局家属院施工现场带班敬玉梅
介绍，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推进地面黑
化等工作，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早日完
工。

据了解，邻水县畜牧局家属院由于
房屋老化、管道堵塞，以及公共设施不完
善等突出问题，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
多不便。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邻水县政府
将该小区列为老旧小区改造对象。在改
造过程中，业主单位坚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确保改造工程
符合居民实际需求。

在房屋外观方面，对小区内的楼房
进行全面的粉刷和修缮。在基础设施方
面，在小区内合理规划停车位，对小区内
的道路进行硬化处理，同时，排水系统也
将改造升级。在绿化环境方面，县政府投
入大量资金购买各类绿植花卉，对绿化
带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布局。

目前，随着改造工程的加速推进，该

小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居民们纷纷表
示，改造后的小区不仅环境可以变得很
美，生活品质也会得到显著提升。
“现在好了，政府给我们修路、种树、

装灯，小区变得又干净又漂亮。”畜牧局
家属院居民贺先生高兴地告诉记者，以
后，他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散步锻炼身
体。

据了解，今年，邻水县计划整治改造
55个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 45.58万平
方米，涉及居民 3240户。在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实施过程中，邻水县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城市让生活
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目标，持续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着力打造整洁有序、
安全舒适的宜居家园。随着“看得见、摸
得着”的改造工程深入实施，一个个老旧
小区不断提档升级、华丽变身，将让“老
居民”纷纷过上“新生活”。

邻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
工作人员蒋勇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按
照上级要求，继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
度，确保更多居民能够享受到城市发展
的红利。同时也将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让城市在发展中保持其独特的
魅力。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让“老居民”享受“新生活”

□本报记者马工枚

成都世园会有多火？这
个分会场日均入园人次约两
万。5月 26日，2024年成都
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
成都世园会）正式开园一个
月，一个月来，成都世园会郫
都分会场入园人次已经突破
60万。同时，从 4月 26日至
5月 26日，该分会场所在的
春天花乐园累计销售收入
1.7亿元。

漫步在成都世园会郫都
分会场，郁郁葱葱的植物令
人目不暇接。蓝角柱、小蓝
雪、玲珑蓝角柱、大蓝角柱、
毛子角蒿、白及、蜀葵……在
川花自主创新园内，各种本
土植物研究应用成果让人们
大开眼界；层层叠叠的花境
俯拾皆是，一步一景，景致在
植物、水系等之间变换，雨林
景观花境与不同用途的园艺
资材，在花卉园艺场景馆共
同演绎五彩斑斓的花园生
活。来自各地的游客们穿梭
于色彩缤纷、各具特色的展
厅中，拍摄声、赞叹声回响于
耳畔。

不光能看热闹，更能看
门道。成都世园会郫都分会
场国际花卉品牌馆内汇聚超
千类花卉产品，集结全球花
卉前十品牌、国内花卉头部
企业等。世界花卉园艺的新
品种、新技术，特别是郫都的
花卉文化、栽培及花艺技艺
等得以充分展示。花魔方展
馆内设有花卉产业智慧信息
平台和 17家以本土企业为
主的精品花卉展，通过造景、
布展技术，将川西山水人文
特色融入绿树繁花中。

此外，开园以来，童话高
跷巡游、音乐艺术节、特色产
品展销等表演及展示活动令
人目不暇接，春天花乐园精
心策划了 20余场配套活动，
让游客体验了“世界风情”
“郫都韵味”。春肆花园中心

9 栋作为生活配套服务区，
打造的新业态、新空间、新场景，满足了市民游
客“美食、游娱、休憩”消费需求。

这背后，是郫都区较为完善的花卉园艺产
业链条。郫都区现有花卉苗木品种 1000余种、
年销售收入 60亿元……涵盖新品研发、育苗、
种植到加工、流通、贸易全产业链，诞生了春天
花乐园等龙头企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生态，郫
都区成为闻名全国的花卉园艺产地。

接下来，成都世园会郫都分会场的风景还
会不断延伸至郫都区全域。近年来，郫都区依托
水网密布、渠系发达、植被充分的生态优势，深
入挖掘古蜀文化厚重底蕴，努力构建郫都“二环
三廊五片多点”的绿化体系。截至目前，累计建
成绿道突破 459公里、各类公园超 74个；今年
还将新建和改造 11个高品质的小游园、微绿
地，将全区 25个点位打造成“最美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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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华蓥市把实施渠
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有机结合，
在明月镇白鹤嘴村兴建“荷
月江岸”生态荷塘，在此基础
上发展农家乐、特色民宿和
旅游采摘等业态，让渠江变
成画廊，不仅美了乡村，也带
富了群众。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荷”美乡村
入画来

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
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
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迈步新征程，四川必须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
设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列、多作贡献，切实担
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川使命。

今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
“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作为重要目标之一。
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高质量发展的
“真成绩”将从哪里上分？

5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表示，省委全
会作出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
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四川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紧抓不放，我们坚持科技、产业、教

育、人才一体推进。”
透过这场发布会，我们一同看看四川采

取哪些创新举措和创新优势，推进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

黄强首先讲出了工作方法。那就是，
以企业为主体，牵头组建了技术创新中心
或者创新联合体，让“实验室”牵手“生产
线”，大力鼓励、激励、包容颠覆性、前沿
性、引领性创新；在重视“从 0 到 1”创新
的同时，注重“原点突破式”创新，让更多
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业“成品”和发展“结
果”。

在“从 0到 1”创新过程中，四川还紧抓
区域重大战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

据统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
以来，硕果累累。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经济总量达到 8.19万亿元，以全国 2%
的国土面积贡献了 6.5%的经济体量，作为

国家发展战略腹地的承载能力明显增强。
“川渝产业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两地注重打造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产
业协同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显。400余家汽
车零部件企业相互服务整车配套，全域配套
率达 80%。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四川时代和
重庆长安汽车共同组建时代长安，‘四川造’
的动力电池正源源不断地装上‘重庆车’。”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代永波在发布会上
透露，四川和重庆正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共同打造了 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深地暗物质实验
室、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一批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产生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
果，正在加快推广应用。
“两省市一体化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

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积极承接国家
重大生产力布局，积聚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代永波说。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
水。四川深知，注重“原点突破式”创新，才能
让更多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业“成品”和发
展“结果”。

虽是西部省份，但四川省科教人才资源
丰富，拥有全部 41个工业门类，在川高校
137所、科研机构 369家，近年来国家又布
局了一批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达到 205个。这些是四川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支撑和底气所在。

非常可期的是，四川围绕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已经结合实际认真谋划、高位推动，
下了“先手棋”。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吴群刚说，按照省委
全会的部署，扎实抓好航空航天、先进材料、
生物制造等 6个重大科技专项，力争通过几
年的努力，能够解决一批“卡脖子”“掉链子”
问题，取得一批引领支撑四川未来产业发展
的标志性成果。

吴群刚表示，要发挥科技创新“一子落

而满盘活”的作用，不能忘了持续优化科技
创新的环境，还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优化完善人才培养的引育机制等，持续激发
创新创造的活力。
“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汽轮机公司，建

成了能源装备行业首个 5G数字化工厂，通
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让全厂 9个车间、21条
生产线、1500余台机器智能化运作。其中，
有一个很传统的焊接工序车间，通过这样的
技术改造，人均效率提高了 3倍，而且碳排
放每年还减少了 380吨，效果很好。”结合实
际，吴群刚坦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将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四川会坚
持“两条线”齐头并进：一条线，是推动前沿
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另外一条线，是推动传
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

未来，这样的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
在四川会越来越多，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
发展一定会好戏连台、精彩纷呈。

（人民网记者朱虹）

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切实担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川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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