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安全生产是我的职责。为了自
己的安全，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公司
的发展，牢记安全使命，遵守安全规
章，履行安全职责，坚持坚守，有方有
为，建设平安二航，为公司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近日，在中交二航局成都
建设公司召开的 2024 年上半年安全
生产工作会暨三季度安委会上，全体
参会人员起立并右手握拳进行安全宣
誓。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月 1 日，到目前为止全公司
有员工 547 人，2023 年度新签合同
46.63亿元，营业收入 44.68亿元；2023
年度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成功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连续三
年获评“成都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2023 年，公司承建的成都轨道交通 17
号线斩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公司从
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安全质量环保和文
明施工，特别是在安全管理上更是狠
下功夫，做到精细管理和标准化管理。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中交二航局
成都建设公司安全生产已累计突破
1000 天，达到 1028 天，取得这样的成
绩离不开公司全体人员的辛劳付出。

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坚定走好安全管理之路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思
想上筑牢安全防线，牢固树立起全员安
全发展理念，在工作中和行动上守住安
全关口，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去触碰安全红线、底线；强化责
任落实，压实全员岗位安全责任，全面
走好安全管理之路；主动对标对表，谋
划贯彻落实举措，不断把现代二航治企理念转化为工作成效。

聚焦落实双控机制建设
持续巩固安全生产防线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各个项目部进一步提升风险辨
识精准性、全面性，提升管理人员精准辨识风险的能力和水
平；结合公司的安全形势，研究制定了《项目安全总监委派制
实施细则》和《安全生产监督工作专项考核奖惩办法》两项重
要制度，这体现了公司对安全管理团队建设的高度重视，为安
全队伍梯队建设指明了方向。此外，统筹相关业务部门参与风
险辨识，建立风险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输出项目风险辨识清
单；各级管理人员对责任主体、风险等级、应对措施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从风险源头提升管控能力。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严格执行“不安全坚决叫停”机
制，把“不安全随时叫停”融入日常的生产工作中。今年来公司
“叫停”项目次数就高达 11次，平均每 4个项目就有 1次因重
大安全隐患被叫停。深入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学
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认真组织开展隐患自查，推动
全员安全素质持续提升。在停工点复工前，生产管理人员需向
安全管理人员提出申请并组织复工条件确认，确保安全条件
达标后方可复工。同时，强化安全生产风险共担共管，加强业
务交流学习，相互监督，倒逼各级岗位履职，确保风险可控。

层层压实风险防范责任
扎实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自然
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监测、防控措施，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
网，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进一步强
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认真履行国家、集团以及二航局各项
安排部署，强化统筹、统一调度，层层压实各项目防汛责任，扎
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可控。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对安全生产日常管理工作也是
常抓不懈，对作业工人进行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并经考试合格
后才能上岗；加强班前喊话，严格“三查”“五明确”，将安全风
险点以及当班作业的质量、环保、文明施工要求都对作业人员
一并交底；严格项目部和公司两级的安全包保和值班制度，坚
持对公司各个项目的安全生产及班前喊话情况进行点评，并
通报全公司；加强安全检查，对在周检查、月检查、季度检查、
半年检查和年终检查中检查出来的隐患列出清单，及时整改，
责任落实到人，并与绩效挂钩。

中交二航局成都建设公司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在实际工
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成都建设公司全体员工有决心和信
心，继续做好施工管理工作，争取安全生产取得更好的成绩。

唐元江张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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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妮牟文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蜿蜒曲折的游步道、绿意盎然
的树木花草、布局合理的健身器材
……近年来，绵竹市积极推进“口袋
公园”规划建设工作，一个个特色
“口袋公园”如珠玉般散落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于方寸间持续扮靓城市
颜值，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近日，在社区“口袋公园”建设
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忙
着培植绿化、安装消防设备，公园整
体形象已初见雏形。“自项目开工建
设以来，我们树牢精品意识，不断优
化设计方案，努力在一路一景、一草
一木上下足‘绣花’功夫。”中国五冶
集团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军说，下一

步他们将进行公园地面透水混凝土
和塑胶颗粒施工、成品设施安装以
及地下室环氧地坪施工，预计于 8
月中旬完工。
据了解，社区“口袋公园”占地

面积 3078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地
下停车场、公共厕所、廊架、羽毛球
场、儿童攀爬区、全龄活动区、成年
健身区、健身步道、景观绿化等。项
目建成后，将增加 44 个城市停车
位，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难压力，为
周边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活动
空间。

近日，记者在金山街“口袋公
园”看到，碧树花丛层层叠叠，年画
小品和创意雪山景观墙独具特色。

公园内人气十足、热闹非凡，市民们
或在各类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或
沿着步道散步纳凉，一派悠闲自得
的生活场景。
“以前闲置的边角地，现在建成

了环境优美、健身设施齐全的小公
园，我们经常带着孩子过来锻炼身
体，幸福感倍增。”家住附近晋熙华
庭小区的住户叶良凤笑着说。如今，
金山街“口袋公园”已经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金山街“口袋公园”以“增添城
市亮色、焕发社区新颜、点缀市民美
好生活”为建设理念，在建设过程中
坚持“景观打造”向“景观+功能”转
变，结合“5分钟生活圈半径”，因地

制宜增设儿童游乐设施、体育运动
设施，将公园形态与社区生活有机
融合，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健身休闲
的需求。同时，在植物花境搭配上，
以蓝花楹、日本晚樱、紫薇、树状月
季等乔木为主景树，配以木春菊、佛
甲草、红花满天星、芙蓉菊、蓝花鼠
尾草等打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
植物组团，拓展可进入、可参与的绿
色开敞空间，实现了市民出门 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近年来，绵竹市坚持以人为本、
生态优先的城市绿化建设理念，聚
焦群众关切，利用城市废弃地、边角
地、闲置地等“见缝植绿”，大力推进
“口袋公园”建设。经过两年时间，全

市已规划建设“口袋公园”9个。
“在规划建设‘口袋公园’之初，

我们对城区内的边角地、闲置地等
进行全面摸排，根据区域特点、人口
密度和市民需求，确定‘口袋公园’
的建设位置和规模。”据绵竹市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口袋公园”

建设中，他们按照“一园一主题、一
园一风格”的要求，巧妙地融入绵竹
年画文化、白酒文化、三国文化等文
化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 IP，不
仅提升了“口袋公园”的文化内涵，
也展示了城市的历史记忆，更增强
了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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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政府发布《关于促
进核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四川到 2027
年要实现 10种以上主要医用同位素
国产化自主供应，5个以上放射性药
物和高端核医疗装备完成或进入临
床试验，形成医用同位素、放射性药
物、核医疗装备的标准体系以及完善
的核医学临床转化及研学诊疗体系，
建成国内领先的核医疗产业集群。到
2030年建成全球最大的医用同位素
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放射性药物和
核医疗装备生产聚集地、全国最好的
核医疗中心，形成世界级核医疗产业
发展高地。

《意见》明确十大重点任务，涵盖
医用同位素、放射性药物、高端核医
疗装备和核医疗临床应用体系，以及
打造产业集聚区、加强知识产权和标
准化体系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拓展
国内外市场等内容。
《意见》指出，推进溶液型医用同

位素专用生产堆建成投产，加快完成
岷江试验堆改造，提升堆照医用同位
素分离提纯等生产配套能力，实现
钼—99、镥—177等医用同位素稳定
生产供应，加快建成中高能加速器同
位素生产项目，争创国家医用同位素
示范中心等。
《意见》明确，加强原创靶点研

制攻关，支持与企业联合研制双靶
点、多靶点放射性药物；加大放射性
偶联药物研发力度；针对国外已上
市、临床应用成熟的放射性诊疗药
物重大品种，加大技术研发和临床
试验力度；积极引进行业龙头企业
来川布局放射性药物研发中心和生
产基地等。
《意见》明确，加快高能加速器研

发生产，促进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成像设备等高端核医疗影像装备国
产化替代；加快闪光放射治疗放疗装
备医学机理研究、技术攻关、装备研
发和临床验证，尽早实现量产上市，
推进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等技术攻

关，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招引行业
龙头企业在川布局放射性诊断、治疗
及诊疗一体化装备等。
《意见》明确，推动省内三级公立

综合医院核医学科建设，自 2025年
起，在新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评审和
复审中，将核医学科建设计划作为重
要评价指标之一；深入实施“一县一
科”核医学科推广计划，打造特色核
医学科室；建成投用华西国际肿瘤
（重离子质子）治疗中心，推进西南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核医学中心建
设等；支持成都、绵阳等地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核医学诊疗事
业发展等。

德阳绵竹市：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袖珍空间

四川发布《关于促进核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到 2030年 形成世界级核医疗产业发展高地
□本报记者胡斌

近日，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大竹
村世丰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
派繁忙有序的景象：一条条生产线有
序运转，工人们正在对蔬菜进行整理
包装。“来这里工作的大都是脱贫劳
动力、留守妇女等。”该公司负责人张
英贵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朝天
区积极搭建帮扶车间“就业桥梁”，助
力脱贫人口就业增收。截至目前，该
区已创办就业帮扶车间 23个，带动
就业 755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320
人。

据了解，张英贵是曾家镇本地村
民，2022年，他响应返乡创业号召，回
到大竹村租下厂房、买来设备，开办
起了农产品加工公司。“公司主要从
事初级农产品收购，进行腊肉、土蜂
蜜、笋干、蔬菜、菌类等生产加工。”张
英贵介绍，原材料均来自曾家山本
地，农产品经过清洗、脱水、烘干、分
拣、包装等工序后，销往全国各地。

该公司位于曾家山农业公园核

心区和康养旅游度假区黄金区域。
“这里不仅是旅游景区，还是高山露
地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生产的有机绿
色干制蔬菜、菌类等产品一经上市就
深受消费者青睐。”张英贵说。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产品供不
应求，对工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2023年，在朝天区委人才办、区人社
局鼓励支持下，公司被认定为就业帮
扶车间，针对用工需求开展了多期烹
饪原料切配技能培训，不仅解决了公
司人手不足的问题，还带动周边 30
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其中脱贫人口 18
名。
“我在这里上班快 3年了，每月

有 3000多元工资，家里的经济收入
增加了一大笔，离家也近，回家吃饭
和照顾家人都方便，真是太好了。”员
工李万强高兴地说。

除了解决群众就业问题，该公司
还探索出了一套“公司+就业帮扶车
间+脱贫户”的发展模式。“我们以帮
扶车间为核心打造蔬菜、水果种植基

地，并改建老屋开办民宿，同步带动
周边群众 50多户从事农产品种植。”
张英贵介绍，目前，公司形成了集种
植、加工、销售、餐饮等于一体的产业
链，实现有机蔬菜产业链有效延伸、
价值链全面提升。

如今，该公司车间建筑面积扩
展至 1500 平方米，新建标准化生产
线 2 条，申请蔬果种植实用型自主
知识产权 1 项，携手创建“曾家有

礼”品牌 1个。
下一步，朝天区将坚持党建引领

就业工作，把就业帮扶车间建设作为
产业帮扶的重要内容和促进脱贫人
口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围绕“产业
发展、就业需求在哪儿，帮扶车间就
建设到哪儿”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
“政策、组织、服务”三方面保障，推动
就业帮扶车间提质扩容，为乡村振兴
注入“就业力量”。

广元市朝天区：

帮扶车间“编织”致富梦 家门口就业有奔头
□刘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立秋时节，内江市东兴区永福镇
1500余亩“地标”生姜迎来丰收季。近
日，永福镇曹家沟村姜农正在采收、冲
洗、分装生姜。

据悉，永福镇是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永福生姜”的产地。近
年来，该镇坚持党建引领，采取“村集
体经济 +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联合
经营模式，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生
姜特色种植，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特约记者 兰自涛摄

“地标”生姜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