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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瀚巷相关被搬迁人：
根据《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文瀚巷”外部环境提升项目自主搬迁补偿方案的公告》，我局会同通江街道办事处和牛咡桥社区共同进行调查核实，现

将“文瀚巷”外部环境提升项目自主搬迁范围内梁玉茹等2户未经登记建筑的调查认定结果予以公示（详见附件）。公示期为2024年6月17日至2024年6月23
日。相关被搬迁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反映或举报（举报电话：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2420602，通江街道办事处：2412851）。

附件：“文瀚巷”外部环境提升项目自主搬迁未经登记建筑认定公示表（第二批）。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6月17日

广告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文瀚巷”外部环境提升项目自主搬迁
未经登记建筑认定结果（第二批）的公示

序号

1

2

姓名

梁玉茹

宋强

地址

嘉祥路102号
1幢1单元

嘉祥路102号
1幢2单元

总层数

6

6

房屋认定结构

主体房

489.67

663.92

自建房

25.60

43.64

棚

57.39

47.52

5层及以下占地
面积（土地面积

重新计算）

96.10

105.00

5层以上主体
房建筑面积

13.31

67.57

备注

拥有双国际机场，国际班列通达境
外112个城市；位列全国五大中欧班列
集结中心之一；航空枢纽客货运吞吐
量、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外贸进出
口总额均居中西部首位……

古语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而今，一条条通路跨越山水阻隔、从成
都通向辽阔远方。

成都，这座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
的历史文化名城，曾是西南丝绸之路上
的明珠，如今承载着共建“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
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使
命，枢纽优势愈发凸显，联通能力持续
增强，正加快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
沿。

内畅外联
开放大门通达世界

“铁道上”，国际班列飞驰寰内。
5月25日，首趟经阿拉山口口岸出

境至俄罗斯的快速班列从成都国际铁
路港驶出。至此，成都国际班列已累计
开行近3万列，联通境外112个城市。

繁忙的成都国际铁路港中，汽笛接
续千年前的驼铃声，亚欧大陆桥上的

“钢铁驼队”中欧班列，用高效率连接着
成都与世界。

“向云端”，客货航线持续繁忙。
6月 2日，CA1003 航班从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起飞奔赴巴黎戴高乐机场，
成都再添一条定期直飞全货机航线。

“我们将围绕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
航空枢纽，推动欧美枢纽航点恢复，拓展
全球增量市场及‘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航
线，持续加密重要枢纽航线航班频次。”
成都市口岸物流办副主任柳树国说。

今年以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客流
量、货运量快速增长。前5个月，成都
国际航空枢纽实现旅客吞吐量3512.2
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货邮吞吐量
38.3万吨，同比增长40%。

内畅外联，“双机场双枢纽”建设已
然成型成势——

航空旅客吞吐量跃居全国城市第
3、航空货邮吞吐量居全国城市第6，中
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量居全国第1。

今日成都，随着高铁、高速公路、航
空等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已成为连接

西南、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
向东看，成都是内陆腹地；向西、向

南看，成都已是开放前沿。
今日的成都，正不断增强内畅外联

的枢纽通达能力、双向配置的枢纽运筹
能力、多元包容的枢纽融通能力、接轨
国际的枢纽服务能力、东西互济的枢纽
辐射能力……处于“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的时代
坐标更加鲜明。

动能澎湃
“朋友圈”不断扩大

开放让“蜀道不再难”。作为中外
闻名的文化名城，成都在经贸、人文等
多维度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6月12日，从成都市成华区大学生
创业园成长起来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蒲
种市设立了其第一家海外子公司。

“公司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产品已远
销德国、越南、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占比近20%，此次成立海外子
公司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市场
联系。”公司总经理李良军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都造”加速
出海，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通威太阳能光伏电池出货量全球
领跑；“成都造”智能座舱、纯电无人驾
驶重（矿）卡等智能网联汽车远销欧洲、
蒙古国、沙特等地；智元汇城市智慧交
通项目相继落户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的城市；科伦博泰与默沙东达成
118亿美元授权合作，中国创新药“出
海”吸引世界关注……

2023 年，成都进出口总额 7489.8
亿元，居中西部城市第1位，一般贸易
进出口增长16.2%，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出口增长
43.8%。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总额连续6年居全国前列。

一批跨国企业也正加紧在成都布
局，与成都携手发展。

今年1月24日，“空中客车飞机全
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在成都投运，这是
空客在欧洲之外直接投资建设的首个
飞机循环利用项目。

“成都完善的航空航天产业体系以
及在人才供给、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
促成了这一项目落地。”空中客车全球

执行副总裁、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
行官徐岗说，未来5年空客还将在成都
继续加大投资。

西门子持续加大在蓉投资、追加
11亿元人民币对西门子成都数字化工
厂进行扩建，GE医疗中国精准医疗产
业化基地项目落地成都，快运巨头
DHL在成都升级打造全新国际转运中
心……截至目前，315家世界500强企
业落户成都，平均每天有2家外资企业
来蓉投资；16家外资银行、30家外资保
险机构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

成都已与五大洲112个国外城市
缔结为友好城市或友好合作关系城市，
友城“朋友圈”不断扩容。

随着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成都
2024汤尤杯、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
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的成功举办，成都
正推动更多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汇聚，
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战略交汇
东西互济区域协同

在位于四川德阳市的金牛-什邡
合作产业园内，建设工地一派繁忙景
象。

该产业园是成都金牛区和德阳什
邡市跨区合作下的“飞地共建”成果，按
照“总部研发在金牛、生产制造在什邡”
的理念，聚焦通航产业，统一规划打造
示范产业园区，建设倾转旋翼无人机总
体研发生产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

告别单打，走向协作，一座城正逐
渐扩成一个圈。

成都都市圈是全国第三个、中西部
首个由国家批复发展规划的都市圈。
2023年，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达2.78
万亿元，常住人口超过3000万人，日均
流动人口超60万人次。

作为这个圈中的“枢纽”城市，近年
来，成都将单向“输血”变为双向“造
血”，突出优势互补与双向赋能，共谋都
市圈发展。

眼下正值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甜樱
桃的采摘上市季，成都邮区中心双流机
场邮件处理中心异常忙碌，午夜仍灯火
通明。

“运送汉源甜樱桃的车已经出发，
预计2个小时左右抵达，大家做好接车
准备。”夜班值班调度吴亚涛接到信息

后，立即对即将到来的甜樱桃邮件接发
分拣作业进行统筹安排。

从卸车至发运，最快仅用2小时，
最长不超过4小时，汉源甜樱桃就从成
都邮区中心双流机场“飞”向全国。

甜樱桃从成都高效出川的背后，折
射出成都正加快建强泛欧泛亚邮政快
递物流枢纽网络体系，枢纽势能全面释
放，开放格局整体跃升。

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成都加快探索科技创新路径。

2023年11月23日，先进技术成果
西部转化中心在成都揭牌，这是继先进
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中心之后的第二
个国家级区域中心，旨在推动技术成果
加速转化。

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主任
助理高建成说：“我们将不断完善快速
转化机制，更好发挥国家级平台作用，
为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搭建
新引擎。”

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
总量达81986.7亿元，在2021年突破7
万亿元后，用2年时间再上一个万亿元
台阶，区域优势能级稳步提升，辐射带
动作用不断增强，双圈建设全面提速。

按照中央部署，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正书写新的篇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加速推进。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每年制定共建双城经济圈年度重

大项目清单，建立省市领导联系重大项
目机制，今年1至5月两地电子信息营
业收入突破7000亿元，汽车产业两地
配套率增至80%；

建立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机制，聚
焦关键部门、毗邻地区选派4批次400
余名优秀干部交叉挂职、顶岗锻炼；

布局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
范区、川渝高竹新区、泸永江融合发展
示范区等10个合作平台……

故事日新月异，融通大道越走越
宽。

一条条国际航线开通，一趟趟国际
班列飞驰，一个个开放平台设立，一项
项投资项目落户……从内陆腹地到门
户枢纽，成都正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担
当，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前沿，努力绘就
更加美好的现代化“成都图景”。

（记者张旭东、叶含勇、谢希瑶、董
小红、李倩薇、李力可）

（新华社成都6月15日电）

“蜀道”变“枢纽”
——内陆腹地成都加速构筑开放高地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成都6月16日电（记者
张海磊 周圆）用舞台情景剧、快板、
歌舞等形式演绎安全科普知识；应
急消防机器人现场亮“绝活”……16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全国“安全
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吸引
群众纷纷前来体验。

主场活动上，《“掘”地求生》
《谁是安检员？》等节目以矿山事故
救援、燃气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等为主题进行情景剧表演，生动
有趣的故事结合喜闻乐见的形式，
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
置了安全宣传“五进”、消防演练、
创意互动体验、应急装备、重型装
备、安全文化等7个展示区域，通过
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宣传咨询活
动，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
能力。

在应急装备展示区，49件“空天

地”应急装备一应俱全，许多都在实
战救援任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
创意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线下答
题竞赛、有限空间安全体验屋等互
动活动吸引不少前来打卡体验的群
众。“带着5岁的儿子体验火灾逃生
项目等，在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感
觉很有意义。”成都市民李先生说。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连日
来，四川各级各部门、各企业开展了
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同时
因地制宜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
工作、消防通道大检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等，推动系列活动走深走实。

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表示，要大
力提升群众安全素质，以群众喜闻
乐见、互动性强的方式推动安全宣
传“五进”，把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
送到群众手里，引导公众做自身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

6月16日，望京街道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在工会驿站为快递员送上
冷饮。

连日来，北京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总工会
在工会驿站打造“清凉小站”，联合一批爱心企业开展免费赠送冷饮、防
暑药品等公益活动，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上关爱。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 6月 16日电
（记者 刘懿德）记者从国家电投集团
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获悉，6月 15
日，我国烟气提水量最大的66万千
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在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完工投产，该项目年
发电能力约为66亿千瓦时，年烟气
提水量约为163万吨。

15日 9时，国家电投集团内蒙
古能源有限公司白音华坑口电厂2
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
运行，标志着该电厂两台66万千瓦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面建成，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6月7日，该电厂1
号机组已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

行。
据介绍，该项目每年可消纳褐

煤 400 多万吨。在生产电能的同
时，该项目采用烟气提水技术，每年
可以从褐煤燃烧产生的烟气中提取
163万吨水。提取的水达到工业用
水标准，可以供给附近的企业单位
使用，每年节水效益超过 1000 万
元。

该项目2020年 8月开工建设，
总投资约52.8亿元，是锡林郭勒盟
—泰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通道的配套电源点。投运后，该项
目每年可向江苏省输送电量66亿千
瓦时。

我国烟气提水量
最大的火电机组投运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李
恒）近日，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预
警，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大关”。
专家提示，高温天气会给一些重点人群
带来健康风险，这些人群要加强自我防
暑降温意识，及时补充水分，保证充足
睡眠和健康饮食。

国家疾控局此前发布的《高温热浪
公众健康防护指南》明确，高温热浪健
康防护的重点人群包括：敏感人群，如
儿童、孕妇、老年人等人群；慢性基础性

疾病患者，如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
疾病、精神与行为障碍、肾脏疾病及糖
尿病等患者；户外作业人员，如农民、建
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人员。

怎么识别中暑症状？专家介绍，中
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中症中暑
和重症中暑等阶段。北京儿童医院主
任医师王荃提醒，在高温、高湿环境暴
露后，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发烧、肌肉抽筋、抽搐等症状，提示可能
要发生中暑。

王荃特别提醒，老年人、儿童、孕产
妇、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
人员等人群，更容易发生中暑，需格外
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专家建议，这类人群要尽量避开
高温高湿环境，儿童尽量在早晨或晚
上进行户外活动，在户外玩耍时最好
待在阴凉处；孕妇和老年人尽量待在
凉爽的室内；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要
主动、多次、适量饮水，不要感觉口渴
才喝水，若因疾病限制饮水量，要及时

询问医生合理的饮水量；户外作业人
员要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预防职
业性中暑。

重点人群中暑了怎么办？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迟骋建
议，出现中暑症状时，要将患者转移到
阴凉通风处，解开患者衣袖、领口，用凉
毛巾擦拭患者四肢皮肤等，同时用风
扇、空调等降低环境温度。一旦患者出
现意识障碍、昏迷、呼吸循环衰竭等危
重症状，应及时送医救治。

高温下，专家提示重点人群防暑降温要注意这些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彭韵佳）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日前印
发的《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试行）》将各地原有产科类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整合为30项，促
进生育服务提升优化。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
收取手术费、治疗费、诊疗费等医疗
服务费用的计价单元。过去，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由各省份制定，在数
量、名称、项目内涵、计价单位以及
耗材收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产科类立项指南原则上按照孕
产流程进行分段立项，即根据妊娠
期、产前、生产、产后等各环节的具
体检查治疗或操作分别设立项目，
不再与具体技术细节挂钩。例如价
格项目分为产前阶段的“产前常规
检查”“胎心监测”，临产阶段的“催
引产”“产程管理”，生产阶段的“阴
道分娩（常规）”“阴道分娩（复杂）”

“剖宫产（常规）”“剖宫产（复杂）”
等。

此次产科类立项指南单独设立
“分娩镇痛”“导乐分娩”“亲情陪产”
项目，支持医疗机构提供以产妇为
中心的人性化分娩服务，鼓励积极
开展镇痛分娩服务，支持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向孕产妇提供专业化的陪
伴分娩和导乐分娩服务。同时，立
项指南统一计价单位，将“胎心监
测”“阴道分娩”“羊膜腔穿刺”等可
能涉及多胎的项目，计价单位一律
明确为“胎/次”。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已全面建
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有
升有降开展调价，其中检查检验类
项目价格水平持续下降。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
制印发进度，陆续出台护理类等类
别立项指南，尽快形成覆盖大部分
学科的立项指南。

国家医保局统一规范产科类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