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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处处染新绿，水稻插秧正
当时。眼下，在四川绵竹市各镇（街
道），广大农户抢抓农时，全力开展
机械化水稻插秧工作，构成一幅生
机盎然的田园画卷。

近日，在紫岩街道永翔家庭农
场的农田边，几名工人正在起秧、运
苗、装车。伴随着“哒哒哒”的发动机
声音，3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株株
嫩绿的秧苗很快便被均匀地插入田
间。
“过去一亩田一个人要插上一

整天，现在一台插秧机 10多分钟就
能搞定，不仅省时省力，还减少了病
虫害。”农场主刘光均告诉记者，他
家流转的 800亩农田，从育秧、插秧
到收割、烘干，都实现了水稻生产全
流程机械化。同时还用无人机进行
水稻病虫害防治，种植效率和产量
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近年来，绵竹市积极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水稻标准化、规模
化、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
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全面提高种植
效率，促进粮食优质高产。
“除了移栽前要做好病虫害预

防外，移栽时规范化、标准化也很
关键。”近日，在什地镇双瓦村，绵
竹市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魏先
瑜、植保站站长张光清来到农田
边，为农户杨令芳讲解水稻移栽技
术，并提醒后期还要注意水稻田间
管理。

张光清告诉记者，在水稻移栽
期间，绵竹市农业农村局派了专门
的农技人员深入各镇（街道）为种粮
户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以便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加强病虫害预
测预报，做好提前预防、绿色防控等
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据悉，2024年绵竹市水稻插秧
面积 34.2万亩，目前插秧工作正有
序推进。为做到种满种尽，确保完成
全年水稻栽插任务，该市农业农村
局通过推广水稻优良品种、指导田
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措施，确保
粮食单产提升、总产增加。

近日，贵州省从江县
翠里瑶族壮族乡岑丰村
村民在田间劳作。

小满已至，从江县各
地村民抢抓农时开展夏
种、夏管，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
特约记者 吴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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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了解到，以“新西部、
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的第六届中
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
称：西洽会）将于 5 月 23 日至 26 日
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届时将举行五大主题共
计 12个专项活动。

本届西洽会聚焦现代生产性服
务业，设置综合形象、现代服务业、现
代制造业、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
展区共 11 个展馆，面积 13 万平方
米。由白俄罗斯作为主宾国、四川省
作为主宾省，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和展
览展示两大部分。

本届西洽会以搭建推介、洽谈、
对接、签约为主的合作交流平台为
鲜明导向，期间将举行开幕式、重大
项目签约仪式，联动行业协会和跨
国机构举行物流服务、创新服务、专
业服务、投资西部及采购全球五大
主题共计 12个专项活动，12 个专项
活动以“8+3+1”的形式呈现，包括 8
场招商推介及洽谈对接、3场新品及
成果发布、1场专场签约，通过项目
路演、供需对接、成果（场景）发布、
对接洽谈、集中签约和实地考察等
形式，聚焦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卫
星互联网、检验检测、物流贸易等领
域招引落地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合
作意向转化为投资行动，推动参展
参会转化为发展成果。

本届西洽会主题展区由去年的
10个精炼精简至 4个，重点展示重庆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要探索
和实践，主宾国、主宾省、国际友好城
市和相关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
时，邀请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细分领域
和先进制造业关键环节“链主”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产学研一体化平
台，以及优秀企业，集中展示新成果、
新业态、新技术、新场景和新趋势。

会展界有“1：9”的说法，即会展
收入为“1”，带动的相关收入为“9”。
在西洽会举办期间，除了能带动展
馆周边的住宿、餐饮、交通等消费
外，重庆各大商圈、文旅行业的消费
也会随之提升。本届西洽会配套“西
洽惠全城”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
渝中、江北分会场活动于展前拉开
序幕，联动牙买加、越南等国家优选
产品以及众多品牌商在解放碑、观
音桥商圈开展线下展示宣传，为西
洽会预热造势，更好发挥会展经济
带动城市消费的促进作用。

同时，本届西洽会还将为参展单
位提供“西洽新品”首发首秀发布舞
台，帮助企业推广产品和服务，拓宽
宣传渠道，增加品牌曝光度和知名
度，推动消费与投资增长。

据介绍，作为一场以投资、洽谈、
贸易、合作为主的开放盛会，前五届
西洽会签约项目超过 1000个，投资
金额近 2万亿元，为重庆经济发展提
供了重要动力。

□本报记者冯丹

小满至 农事忙
四川省绵竹市

贵州省从江县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第五年，区域合作进入聚力推
进、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日前，《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标准体
系》（以下简称“成渝综合交通标准
体系”）印发，以推动成渝地区交通
一体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标准体系
有何特点？将对推动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有何意义？在近日交通运输部
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聚焦基础设施、运输服务、
协同管理等需求

“发布成渝综合交通标准体系，
目的是以标准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
强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建立部省
联动、区域协同的高效能标准化工
作机制，加快制定一批特色鲜明、科
学适用的高水平标准，推动成渝地
区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徐文强介绍，这一标准体系突
出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输
服务一体衔接、运行管理协同联动
三方面的需求，共布局 50项重点标
准，包括两地要联合立项、共同制
定、协同发布的区域性地方标准 28
项；鼓励先行先试、强化实施应用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2项。

标准体系部署了几方面重点工
作：

在提高综合交通网建设质量方
面，将加快山区高速公路改扩建标
准制定，支撑高速公路扩能改造，提
升路网通行能力。同时，完善山区水
上旅游航道建设标准，挖掘精品航
线与旅游资源叠加效应，助推交旅
融合发展。

在促进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方
面，将加快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集
装器具循环共用等标准制定，推进
“一单制”“一箱制”发展。

如何以标准培育壮大新质生产
力？徐文强表示，将研究高速公路智
能化、内河码头自动化等标准，统一

汽车充换电设施和加氢设施运营服
务标准，服务智慧公路、智慧港口建
设。

两地已实施一系列智慧
绿色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近年来，两地在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方面落地实施了一系列智慧、
绿色重大项目。”重庆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副主任郝祎说。

看陆上，成渝中线高铁、成渝高
速扩容改造加快推进，在建和已建
川渝间省际高速公路通道 21条；看
水上，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嘉陵江
利泽航运枢纽建设全面提速，两地
交通基础设施“连点成线、连线成
网”。

看出行，重庆中心城区与成都
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实
现了“一卡通”“一码通”，两地 300
多个汽车客运站、1123条线路实现
联网售票；看治理，“川渝通办”线下
“异地可办”、线上“全程网办”，“跨

省通办”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此前，围绕成渝智慧高速“是什

么”“建什么”“怎么建”，两地共同发
布了《智慧高速公路》系列区域性地
方标准，成为成渝地区联合制定发
布的首个区域性地方标准。
“标准发布以来，已经在成都绕

城高速、四川成宜高速、重庆石渝高
速、渝湘高速等路段进行实际应用，
支撑两地建成智慧高速 2000 余公
里。”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胡洪
波表示，以成宜高速为例，全线 157
公里实现对车辆运行情况、路面状
况、天气情况、突发事件等的全天候
监测和自动预警。
“此次发布的成渝综合交通标

准体系，充分考虑了交通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及智能化技术
在运输服务中的重点应用需求。”胡
洪波说，这一标准体系未来将在促
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发展、提升运输服务质量效能、数智
赋能交通高效治理等方面起到积极
的助力作用。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体系
日趋完善

标准是促进互联互通的重要桥
梁和纽带，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围绕智慧交通、大数据应用等领
域，发布 9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副司长柳成洋介绍，此外，京津冀发
布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86项，涉及交
通、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长三角在
数字政府、交通等领域制定区域协
同地方标准 36项；粤港澳大湾区公
布 183项“湾区标准”。
“十四五”以来，交通运输部不

断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涉及综
合交通运输、智慧物流、安全应急、
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截至去年底，
交通运输现行有效国家标准 908
项，行业标准 3145 项，地方标准
2405项，交通行业各项工作基本实

现了“有标可依”。
在支撑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方

面。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制
定发布一系列综合交通运输标准，
支撑了全国 25 个枢纽城市和超过
300个货运枢纽项目建设。

在推动交通装备升级方面。以
数字化、绿色化为重点，制定实施基
于 NFC（近场通信）的集装箱电子箱
封、寄递无人车等标准，促进多式联
运装备、载运工具和新型装备技术
的推广应用。

在提升运输服务品质方面，强
化“互联网+政府服务”，通过制定道
路运输、水路运输、海事执法等电子
证照标准，累计支撑发放电子证照
1500多万张。
“此次成渝综合交通标准体系

的印发，是推进区域标准化工作创
新发展的新的有益探索。”柳成洋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加强合作，更好
发挥标准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中的作用。

（人民日报记者 韩鑫）

围绕三方面需求，布局 50项重点标准

推动成渝交通一体化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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