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新闻 03 2024年 6月 12日
责任编辑魏毅欣 版式肖琴 校对张天一

日前，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组织四川省节能监管事务中心、四
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编制的
《四川省工业能效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正式发布。作为四川省绿色
低碳发展标准体系的一部分，《指
南》的推广应用将有助于从源头提
升工业经济能源产出效率，深入推
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汇
聚工业经济绿色发展合力。

在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的大背景下，四川提出
实施四大行动作为“更新”“换新”的
重要举措，其中包括设备更新行动、
标准提升行动等。

“标准提升首先需要有适用规
范的标准体系。”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4
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联合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全国首个地
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指南，引导企
业从绿色设计开始，实现全生命周
期和全过程绿色制造。“此次发布
的《指南》聚焦能效这一关键环节，
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完
善了四川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绿色、高端、安全是工业领域设

备更新升级的总方向。四川明确提
出分类施策推进重点行业产线升级
改造，“一业一策”制定更新改造计

划，更大力度推动高能耗高排放设
备和存在安全隐患设备能换快换、
应换尽换。

四川省节能监管事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指南》是立足四川省
实际对国家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体
系的补充，进一步完善了节能监察
监管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闭环管
理的政策支撑，有助于提升特色产
业和绿色低碳产业竞争力优势、强
化重点行业能效水平约束、推动传
统行业加快改造升级。

从内容来看，《指南》重点聚焦
四川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
中能源消耗占比较高、示范带动作

用明显的动力电池、晶硅光伏、钒
钛、大数据、有色金属等 5个行业，
在汇总分析全省节能监察、重点企
业节能诊断和各市（州）工业主管部
门能源消费统计的数据基础上，对
75 个工业产品（生产工序）的能效
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进行确定。
《指南》将能效水平划分为标杆

水平和基准水平。其中，52个工业
产品（生产工序）能效水平与国家现
行标准一致，10个工业产品（生产
工序）能效水平严于国家现行标准
（1 个能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13个工业产品（生产工序）能
效水平填补国家标准空白。

□张丹本报记者蒋永飞文 /图

粽叶飘香，浓情端阳。为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 月
10日，巴中市通江县在红军广场
开展以“浓情端午 传承文明———
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文
明实践活动。

活动在戏曲舞蹈《锦绣中
华》中拉开了序幕。随后，舞蹈
《永远跟党走》、戏曲舞蹈《梨园
情》……端午节相关歌舞节目轮
番上演，整场演出主题鲜明、精
彩纷呈，台上节目趣味十足，台
下观众热情高涨。在表演中还穿
插了端午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围
绕端午节的起源、民俗、诗词等
内容进行抢答，现场观众踊跃答
题，气氛十分热烈。
“通过本次活动，我对端午

节的传统文化、历史和习俗有了
更深的了解。而且通过有奖提
问，我还获得了一份奖品，很开
心，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把
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学
生王秋予说道。

在包粽子比赛环节中，现场
观众纷纷拿出绝活，卷筒、装米、
收口、捆线……清香的粽叶、饱满
的糯米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就
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粽子。大家
包粽子、话家常，整个活动现场欢
声笑语，气氛融洽和谐，洋溢着喜
庆的节日氛围，不仅让大家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到
动手的乐趣，而且也增加了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以前每年端午节都是在
外面买粽子吃，今天在现场学
习了包粽子的方法技巧，体验
了包粽子，切身领悟到传统习
俗的魅力。”观众刘女士表示，
希望以后举办更多此类活动，
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
也增强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

现场志愿者们还通过向过
往群众发放端午节宣传手册及
宣传品，学习了解端午节历史文
化背景、习俗等传统文化知识。
据统计，当天共向群众发放端午
节宣传手册 300余份，提供相关
知识普及 20余人次。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让群众感受到了节日的氛
围和浓浓关爱，营造了欢乐祥和
的端午节氛围，有利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新风，
建设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通
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
人张齐彬说道。

传统节日是展示和传播优
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此
次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文化，加深广大人民
群众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坚定文
化自信，守护文化根脉。今后，通
江县将继续以“我们的节日”为
契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走
深走实，为建设文明和谐通江贡
献一份力量。

巴中市通江县：

“浓情端午 传承文明—我们的节日·端午”
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宜宾市长宁县：

举行系列宣传活动 展现新时代档案风采

连日来，宜宾市长宁县以
“筑梦现代化 奋斗兰台人”为主
题，先后开展了档案文艺作品展
演、档案普法宣传、珍贵档案巡
展、主题档案征文、档案馆“开放
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宣
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进展新成效，生动讲述新
时代档案故事，充分展现新时代
档案行业风采。

宣传活动期间，长宁县档案
局以“忠守兰台，齐唱赞歌”为主
题，组织了一场档案文艺作品展
演。档案系统 20余名工作人员
参加了表演，合唱了本土原创歌
曲《竹海兰台人》，朗诵了《纸很
轻，兰台很重》等 5 篇主题征文
优秀作品。档案系统工作人员还
与长宁县妇女协会合作，自编自
演了《上青山》等十个舞蹈和合
唱类节目。展演活动展现了长宁
县档案工作者在平凡的档案岗
位上默默奉献的“兰台”精神以
及新时代兰台人的昂扬风貌和
拼搏风采。

参与活动的档案工作者纷
纷表示，此次展演活动打破了以
往的宣传形式，聚焦档案工作者
本身，把档案工作搬上舞台，让
档案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档案人
真正过了一个“自己的节日”，也
让忠诚执着、敬业奉献的“兰台”
精神得到更加生动鲜活的呈现。

与此同时，长宁县档案局联
合 7家单位，深入社区和机关事
业单位开展档案普法宣传活动，

向社区居民和单位工作人员发
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
例》宣传页、档案馆宣传折页、档
案宣传手袋等，介绍档案馆馆藏
档案情况和馆藏档案查阅服务
工作，让大家感受到档案与我们
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增强了
档案意识和档案法治观念。开展
《传承最美家风 建立“家庭档
案”》专题讲座，免费向群众发放
200个家庭档案盒，倡导群众通
过亲自整理家庭档案，深化家庭
美德建设，传承最美家风。
“通过档案更加直观地了解

了党的奋斗历程，特别是长宁的
革命故事、长宁的发展成就等，
为长宁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感
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张朝生在
长宁县“档案馆开放日”活动中，
参观了宣教阵地上的主题文献
展、现场观摩档案数字化工作现
场、亲自体验档案查阅服务，认
识了档案价值、增强了档案意
识。长宁县有关领导表示，将继
续以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为重点，聚
焦“服务中心大局，彰显档案工
作价值；强化依法管档，提升治
理效能；突出强基固本，优化资
源建设；坚持档案为民，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强化信息化建设，
推动工作转型升级”等 5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持续推动档案工作
服务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宋成均陈鸿禹本报记者庞贵唐文 /图

四川发布工业能效指南

绿色“路线图”引导企业“碳”新路
□本报记者李艳

崇州非遗“扬帆出海”“潮”向世界

□本报记者李祥

“一片叶子”香出国门

今年 5月 10日，“崇州枇杷茶”
就曾惊艳亮相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首
届“古都文明对话（北京—巴黎）”招
待晚宴。中国枇杷茶主要原产地在
四川崇州，是中国乃至世界珍稀的
茶树品种。因其叶片肥大，形似枇杷
树的叶片而得名，其中又以大叶枇
杷茶最为珍贵。

近年来，崇州坚持生态优先，构
建绿色产业体系，走好绿色发展之
路。随着“枇杷茶经济”快速发展，一
株株枇杷茶树成为崇州一道道靓丽
风景线，一片片枇杷茶山成为百姓
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与此同
时，崇州还将枇杷茶同当地特色产

品有机结合，开发出枇杷茶香米、枇
杷茶白酒、枇杷茶蜂蜜和枇杷茶火
锅等，同时也把道明竹编和怀远藤
编的元素融入枇杷茶的包装，实现
了枇杷茶的多元化发展。

如今，崇州枇杷茶凭借历史文
化的深厚积淀、世界独有的珍稀价
值、甘香清冽的绝佳品质，赢得各国
友人一致青睐，已经销往荷兰、卡塔
尔、法国等。

“一根竹篾”连接世界

崇州道明竹编也于今年 5月 6
日在法国巴黎参展。这是一场“从北
京到巴黎———中法艺术家奥林匹克
行”中国艺术大展，展示了超过 200
件来自中国当代杰出艺术家的精品
佳作。其中，来自崇州的“竹编梅花

镜”入选其中，以精湛的技艺、巧妙
的创意，富有美学质感与艺术表现
力，向国际友人解读着“天府乡居”
中的智慧和匠心。而这并非道明竹
编第一次走出国门。
“道明竹编已经先后去到俄罗

斯、卢森堡、英国、美国、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道明竹编代表着
中国传统手工艺，每一次走出国门
去向全世界讲述中国非遗故事，我
们都是很自豪的，因为这是一种文
化自信的表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道明竹编的代表性传承人
的杨隆梅，先后与沃尔玛等品牌链
接跨界发展。2023年，杨隆梅结合
市场、打破常规，在带领团队打开局
面的同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产值达 600多万元。

有 2000 多年历史的道明竹
编，源于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的崇
州道明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道
明竹编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
装饰艺术等场景，发展出立体竹
编、平面竹编、瓷胎竹编三大体系，
150个大类近千个品种，先后获得
全国工艺美术奖等数十个国家奖
和国际奖，竹编产品销往超过 120
个国家，拓展出竹文创、竹装饰、竹
研学等“竹经济”。

此外，崇州还坚持“活态传承、
品质提升”理念，引入中央美术学
院、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等院所，
建成中央美院传统工艺工作站、中
英创意设计实验室等平台，与 40家
文创设计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组建公园城市乡村表达设计师联
盟，让乡村的竹编文化，走上了国际
的艺术舞台。

探索创新踏浪前行“潮”未来

怀远藤编、元通清明会、金鸡风
筝轧制技艺、崇阳大曲传统酿造技
艺、廖家木雕……在崇州这片土地
上，众多非遗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
璀璨明珠，深深嵌入这方水土的文
明脉络深处。截至目前，崇州市共有
国家级非遗项目 2项、省级以上非
遗项目 7项、市县级以上非遗项目
28项。

近年来，崇州不断探索非遗文
化创新发展“密码”，激发非遗创新
活力，让文化遗产进一步“活起来”，
不仅助推传统文化“扬帆出海”，更
成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时尚。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崇州非遗

发展喜人，吸引了更多的新生代传
承人加入其中。同时，我们的出口量
也在稳步上升，依托第三方平台，我
们走到了国外，目前订单已有 3000
万元左右，有更多的人喜欢非遗，愿
意享受中国文化、中国技艺带来的
美好生活。”崇州市传统工艺促进会
会长白静波表示。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崇州一直
致力于挖掘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
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近几年，全
市非遗项目蓬勃发展，让“指尖技
艺”成为“指尖经济”，将非遗资源转
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在
非遗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崇州正尝
试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这些地方特色逐步实现“全
球化”，向世界打开一扇认识崇州的
窗口的同时，也让多样的非遗产品
走出国门，向全世界讲述中国非遗
故事。

近日，由成都市青羊区文化馆、崇州市文化馆、青羊区非遗协会主
办的 2024青羊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周在成都市青羊区文殊
坊启动。活动现场，一群外国朋友沉浸式体验了来自崇州的道明竹编、
枇杷茶等非遗项目。

活动周以“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为主题，8大主题 30余场活动，让
市民游客全方位了解与体验非遗。

活动现场，崇州市的道明竹编、怀远藤编、枇杷茶、汤麻饼等多项
非遗集体亮相，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的游客纷纷
驻足，感知崇州非遗文化焕发出的新活力。
“崇州道明竹编的手工艺品，很有魅力，也很好看！从它身上也让

我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特别之处。”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 Aziza指
着衣服上的竹编芙蓉花胸针告诉记者。

来自哥伦比亚的年轻小伙儿碧落则表示，崇州的枇杷茶让他很惊
艳。“跟绿茶的涩不同，枇杷茶有着红茶的甘甜，巴适！枇杷茶让我再次
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事实上，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和成都市级非遗文井江枇杷茶制作
技艺，并非第一次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

□刘旭谢娟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现在不出医院，孩子的出生
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明和产妇
医疗报销就全都办好了，政策真

好，为老百姓真真正正办实事。”
近日，在广元市朝天区人民医院
“出生一件事”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罗先生很快就办好了
孩子的出生证明、产妇费用报销
等手续。这也标志着该区“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网上全流程办理顺
利落地。

如此速度的便民服务是朝天
区落实四川省卫生健康委“高效
办成一件事”，推进高效、便捷的
医保服务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帮助新生儿父母“减负”，朝天
区将出生基本信息、预防接种、户
口申报信息、社会保障卡申领、医
保参保信息、科学育儿、生育医疗
费用报销等七大版块的职能部门
进行了资源整合、数据共享，通过
精简材料“多表合一、一表申报”，
实现了申请材料标准化和“一表
通用”。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该
区建立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部
门协作机制，积极联动卫健、公
安、医保、助产机构等部门认真细
致梳理业务流程，精简办事材料，
在数据归集共享、互认流转上打
破壁垒，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交

互，实现电子化数据自动流转，进
一步优化了流程、简化了手续，减
少了办理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
“过去，新生儿相关证件的办

理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窗口，申请
人要跑很多次，而且时间长。”朝
天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今，按照就近办、网上
办、一次办、方便办的原则，通过
流程再造、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及
业务协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服务将多个关联性强、办理量大
的事项整合为一次性办理，极大
提升了政务服务效率。

为推动工作落实落地，该区
通过召开全区“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推进会、制作下发相关操作手
册、张贴宣传海报、在助产机构设
置“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业务专
员、安排专人开展“一对一”“手把
手”积极引导，提供专业贴心的指
导，并公开联办部门服务热线、网
络平台渠道，大大提高群众对“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改革的知
晓度。

广元市朝天区：
办好“出生一件事”切实为新生儿父母“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