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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第十二届中国（绵阳）科技
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以下简称：科博会）成
果发布会举行。本届科博会以“科创引领·
新质转化·开放合作”为主题，搭建科技交
流平台，创新市场化办展模式，190余家国
际国内科技创新领域知名机构参展参会。

本次科博会期间，四川省、绵阳市联
动举办“1”场“投资四川”专题推介，现场
集中签约 68个产业投资项目，总投资超
680亿元。瞄准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产
业新赛道，密集组织“6”场投资恳谈活动，
发布先进飞行控制系统、成飞运输设备等
产业化成果 15项，促成签署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协议 11项，加速推动绵阳重点战
略新兴产业建圈强链。聚焦活动筹办时间
维度，全流程、全周期组织“N”场考察对
接、投资促进活动，开展专题考察 40 余批
次、洽谈对接 100 余场次，基本实现参会
客商全覆盖。

通过“1+6+N”系列活动，促进最新科技
与高新产业、优质投资与高质量发展“双向
奔赴”，有力推动客商资源转化为项目资
源，形成企业引进来、客商请过来、项目落

下来、产业建起来的发展大格局。
本届科博会以“三个首次”开启新篇

章。首次实行“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社会参
与”的办会机制，链接政府、市场、协会、企
业优势资源参与大会筹备；首次系统性设
计打造科博会主题 IP体系，推出会徽、“科
宝”手办、纪念币等文创产品；首次市场化
配套举办航空航天国防科技展，网络售票
24小时即突破 8万张，截至 11月 10日已
售票 35万余张。

瞄准“高精尖”。量子通信、九章计算
机、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爱因斯坦探针
空间科学卫星、“探索二号”科考船等大批
“国之重器”齐亮相，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和
航空航天等前沿技术成为展会焦点；围绕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组织中关村、上海、扬
州、厦门等创新型城市和国家级高新区，集
中展示国家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区域协同
创新的新举措新成果。

唱好“重头戏”。围绕中国（绵阳）科技
城建设的“国家战略”，以及“科技立市”的
“绵阳实践”，将在绵院所并入科技城进行
集中展示，逐项展示打造涪江实验室、云上

大学城、云上科技城、光子技术研究院、先
进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举措和成果转化
案例，全面呈现绵阳在凝聚战略科技力量、
打造创新转化平台、提升产业创新能级等
方面的显著成效。

注重“接地气”。全面推动展览展示市

场化转型升级，组织国防军工专题展，组织
月壤、马里亚纳海沟深海水、嫦娥五号月面
旗等珍贵实物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观
众体验感。在展馆周边配套设置停车区、餐
饮区、休憩区，提前发布出行指南，提供保
姆式观展服务，切实增强惠民性。

“叮铃铃……”随着下课铃声响
起，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双
河小学的孩子们像一群快乐的小
鸟，迫不及待地冲向运动场。2024
年 9月，随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200 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注入，
该校的运动场得以全面改造，如今，
学生们在宽敞平坦的运动场上打
球、跳绳、跑步，沉寂的山村响起了
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浙川东西部协作，让浙江定海
区与四川宣汉县“联姻”，资金、技
术、人才……一个个协作项目在宣
汉大地开花结果。短短几年，两地共
同打造了“山海协作”新典范，共同
书写了“定宣协作”新篇章。

厚植特色产业
乡村振兴焕生机

近日，宣汉县东乡街道 3000多
亩柠檬喜获丰收，乡亲们趁着晴好
天气采摘柠檬，丰收的喜悦溢于言
表。

自 2017年起，宣汉县东乡街道

凭借磨峡村的优越地理位置，借助
浙川东西部协作资金，精心打造了
一个集观光、采摘、休闲功能于一体
的农旅综合示范园。该示范园采用
“公司+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创新
发展模式，成功种植尤力克柠檬
1200余亩，并进一步辐射带动红界
村等周边村社种植柠檬达 2000 余
亩，使昔日的“酸柠檬”摇身一变，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

与此同时，在宣汉县大成镇马
滩村，一座占地 5000平方米的颗粒
有机肥加工厂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调试生产。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调

试，发酵仓内已经满载，只需再经过
四十多天的发酵，便可正式投入生
产。”宣汉县大成镇缘满宏圃肉牛育
肥基地的颗粒有机肥加工厂负责人
符东信心满满。

据了解，该项目是蜀宣花牛种
牛厂的续建工程，得益于今年浙川
东西部帮扶资金 320 万元的注入，
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生产有机肥
5万余吨。这一举措将蜀宣花牛的

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实现了变
“废”为“宝”的资源循环利用。

近年来，宣汉县紧紧围绕“高山
药茶、半山水果、低山种养、全域农
旅”的产业布局和规划，累计投入浙
川东西部协作资金 8720万元，壮大
“牛药果茶菌”等特色优质产业，坚
定不移地支持宣汉县农业特色产业
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精心打造了
万头肉牛、万亩药材、千亩粮仓等 9
个产业基地，持续带动 70个村集体
年均增收超过 170万元，并成功助
力宣汉肉牛现代农业园区晋升为四
川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宣汉脆
李”已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及产品保护，“宣汉车厘子”正在申
创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筑造产业洼地
重大项目接踵来

走进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
宣汉柳池返乡农民工创业孵化园，
只见园区道路平整，环境清幽，设施
齐全，一座座标准厂房如珍珠般矗
立其间，一条条现代生产流水线紧
张有序地运作着。
“孵化园规划面积约 315亩，总

建筑面积约 306597平方米，是集生
产厂房、办公楼、研发中心、展览馆、
商贸中心、食堂、宿舍楼等功能于一
体的创业孵化园区。我们的目标是
将其打造成集灯具博览、贸易、研发
及生产制造为一体的百亿级产业园
区，引领行业创新发展。”普光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的周本均介绍道。

近年来，宣汉县抢抓东西协作
机遇，投资 230亿元的浙江正达凯
智能制造产业项目落户宣汉。该项
目一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投产，项
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50亿
元，年创利税 18亿元，新增就业岗
位 4万余个，助力普光工业园区成
功晋升为省级工业园。截至目前，普
光工业园已累计引进企业 131 家、
实际到位投资 1155亿元，其中今年

1-6月引进企业 12家、实际到位投
资 25.5亿元。

打造劳务品牌
宣汉工匠市场俏

“大家好，我是宣汉职业中专学
校的张树磊，我所学的专业是汽车
修理……”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招
聘会在宣汉举办，来自宣汉职业中
专学校电子、汽修、机建、农学、旅游
等 10个专业的 112名学生，凭借他
们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卓越的综合素
质，在面试中大放异彩，赢得了企业
的广泛青睐。经过层层筛选与双向
选择，最终有 73名学生与企业成功
牵手，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为东西
部协作的“2+1”订单班项目注入了
勃勃生机。

近年来，宣汉县匠心独运，推出
了“2+1”职教培训及“宣汉海员”培
训等劳务品牌。自 2018 年启动以
来，这些项目已培育出 435名订单
班学员，助力近 600名宣汉学子（含
海员）通过专业培训实现高质量就
业，其中脱贫学子（海员）达 511名。
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璀璨成果，该项
目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就
业与跨区域人才流动，更实现了山
海之间的携手并进与共赢发展。
“2019 年来到舟山市工作，这

里不仅待遇优厚，单位还提供在职
学历提升的机会。”浙江鼎盛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钳工主修杨聪感慨地
说。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受益者，他坦
言：“通过‘职教 2+1’，我找到了心
仪的工作，去年公司还邀请了我的
父母来舟山游玩，让我深切感受到
了家的温馨。”

据悉，宣汉县的“东西部劳务协
作‘2+1’扶贫机制”在 2019 年荣获
人社部表彰的东西部扶贫典型事
例。2023年 9月，宣汉职业中专学
校再添新翼，成立了“山海工匠学
院”，携手舟山技师学院、浙江鼎盛
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海中洲集团公
司等合作伙伴，共同招生、联合教
学，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致力于技能
人才的培养。
“企业不仅提供了实训设备，还

派遣了经验丰富的教师参与教学，
更将企业文化和职业精神深度融入
课程体系中，与学校形成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确保了中高职教育的顺
畅衔接。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我
们探索出了一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的新模式，成功打造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校企合作品牌，真正意义上实
现了学校与企业共同培育人才的宏
伟目标。”宣汉县职业中专学校副校
长任国平说。

做强“产销”两仓
山货入海进万家

清晨五点，宣汉县西商农博园

宣汉县鑫硒旺农产品有限公司的库
房内人声鼎沸，一筐筐新鲜的蔬菜
正在紧张地装车。
“为了确保蔬菜的绝对新鲜，

我们坚持每天凌晨一点前就将当
天采摘的蔬菜集中到仓库进行打
包装车，确保配送车辆能在六点
前准时出发送往舟山。”宣汉县鑫
硒旺农产品有限公司经理刘小琳
说。

在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西路的宣
汉农特产品展销馆内，货架上来自
宣汉的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手撕牛
肉、徐鸭子、老腊肉、桂花香米、松
茸、蜂蜜等产品整齐摆放着，不仅种
类丰富，价格也较为亲民，吸引着不
少舟山市民前来选购。

作为东西部战略合作“两地仓”
项目中的关键“产地仓”，宣汉鑫硒
旺公司紧密对接定海区市场需求，
精准定向采购县域内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农产品生产企业的优质产品，
确保每一份货物都能精准送达定
海。与此同时，宣汉县供销社在定海
也精心打造了“销售仓”，并设立了
展示展销馆。通过采取“销售仓+生
产仓+农户”的创新模式，展销馆已
成功展销了包括桃花米、桂花米、菜
油、牛肉干等在内的 60多个品种，
累计销售额超过 300万元，直接带
动了 5个专业合作社和上百户农户
稳定增收。

张平孙伟文 /图

日前，2024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信息技
术交流大会在四川省巴中市举行。本次大
会以“发展数智新质生产力，助力卫生健康

现代化”为主题，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邀请
国家、省卫生健康委相关领导、知名专家及
学者，组织全省卫生健康信息化管理机构、

全体会员单位、各级厂商等 1500人参加此
次交流大会。

达州市卫生健康数字技术及信息化研
究及建设成果，获得四川省主管部门、指导
单位及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取得多个奖
项。其中，达州市卫生计生信息中心技术带
头人荣获“2024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优秀信
息主管奖”；达州市卫生计生信息中心联合
达川区人民医院、通川区人民医院和大竹
县中医院联合申报的《面向数字健康业务
信号传送的波分系统瓶颈判断方法及技
术》，荣获“四川省卫生健康信息技术交流
大会优秀论文奖”；达州市中心医院被授予
“四川省三星级智慧医院”称号，达州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达州市妇女儿童医院、达川
区人民医院、通川区人民医院、宣汉县人民

医院、渠县人民医院等 6家医院被授予“四
川省二星级智慧医院”称号，大竹县人民医
院、万源市中心医院、开江县人民医院、大
竹县中医院、宣汉县中医院、达川区中医院
等 6家医院被授予“四川省一星级智慧医
院”称号。

2023 年是达州市卫生健康数字信息
化高质量发展的一年。2024年，在达州市
卫生健康委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以《达州
市公立医院改革及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引
领，达州市卫生健康系统数字信息化专业
队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永争一流，为达
州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智能化服
务体系成功创建积极贡献“数智”智慧及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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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宣”协作 山海情深
浙江定海、四川宣汉携手谱写“东西协作”新篇章

普光镇双河小学整修后的操场（航拍图）

为持续推进行政法律
职业共同体同台练兵、同台
培训、同步提升“三同机制”
建设。近日，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
院）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
院举办 2024年第三期“行
知讲学堂”活动。

会议分为“法院专场”
与“同堂培训专场”两部分。

在“法院专场”环节，成
都中院行政庭原副庭长、原
三级高级法官李伟东结合
自身丰富的办案经验，运用
行政法理论讲解、典型案例
分析和实务经验分享等讲
解方式，分享了庭前审查、
开庭审理、裁判文书撰写三
方面的实战经验，强调了行
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
重要性，讲解了行政行为可
诉性、主体资格、起诉期限
等程序性事项的审查方法，
庭审中应对突发情况、把握
庭审节奏的庭审技巧以及
裁判文书的制作思路、逻辑
结构和规范要求，为参训人
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在“同堂培训专场”环
节，参会代表围绕集体土地
征收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
题开展“行政法律门诊”活
动。成都中院、市司法局及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针对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提出
的征地拆迁遗留问题、社保
安置问题，以及司法行政管
理部门提出的安置补偿履
职问题、新旧土地管理法衔
接适用问题，分别从司法、
复议、执法的视角进行深入
的交流和探讨，并就部分先
前参差模糊、意见各一的认
识和看法达成共识，取得了
良好效果。

此次“行知讲学堂”通
过“专题授课+实务研讨”的
方式开展，为法律职业共同
体成员搭建了良好的学习
平台。通过对法律疑难问题
的“问诊把脉”，进一步推动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争
议的源头预防、多元调处和
实质化解。

2024

年
第
三
期
﹃
行
知
讲
学
堂
﹄
在
武
侯
法
院
开
讲

□本报记者胡斌

签约金额超 680亿元

第十二届科博会“硕果累累”

发展数智新质生产力 2024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举行
达州市卫健数字信息化研究及建设成果喜获多项大奖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