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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德阳）晶硅有限公司年产 25GW 单晶拉棒项目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天合光能（德阳）晶硅有限公司现将《年产25GW单晶拉棒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概况：天合光能（德阳）晶硅有限公司决定调整一期项目（年产
25GW单晶拉棒项目）单晶硅产品发展方向，单晶硅棒产能仍维持25GW/a不变。项目涉及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概况、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影响分析通过网页链
接https://mp.weixin.qq.com/s/3ecPFhqzdQ9AF-_B93Z81w和纸质版本查阅。纸质版本请
按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项
目边界外5km范围）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参与。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
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我公司承诺不泄漏公众个人信息。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可下载项目公众意
见 表 ，填 写 公 众 意 见 。 公 众 意 见 表 见 网 页 链 接 https://mp.weixin.qq.com/s/
3ecPFhqzdQ9AF-_B93Z81w。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文发布起的10个工作日
内。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天合光能（德阳）晶硅有限公司；联系人：赖华，联系电
话：18380251012，联系地址：什邡市创新产业园，邮箱：feng.zhao02@trinasolar.com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输气管理处
G42 成南扩容（高坪段）高速公路建设影响 D720 北干线输气
管 道 迁 改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

等文件的要求，现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全文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a2Lx3tMYcWP3BY12XM_DfA（提取码：1234）。2.公众按照
以下方式进行联系，查阅纸质报告。建设单位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
气田分公司输气管理处；联系人：余义正；联系电话：18780136179。二、项目所在地区域的
公众均在本次环评征求公众意见范围内。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G8f1yC3q-kTUblLHU4Mcyw（提取码：1234）。四、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公示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

2024年5月6日

注销公告

绵竹市国际体育舞蹈国标舞协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515106836627777407）经协会

全体会员研究决定，注销本协会，请本协会

债权债务人在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申报债权

债务。

绵竹市国际体育舞蹈国标舞协会
2024年5月6日

乐山
“零距离”消费维权站护航节日消费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记者 蒋培路）为营造安
全有序、放心舒心的“五一”假日消费环境，乐山市市
中区、峨眉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等地市场监管局在
消费集中区域、重要景区景点设置 6个“零距离”消
费维权（市场监管）服务站（简称：“零距离”消费维权
服务站）。

5月1日以来，根据节日市场消费特点，各“零距
离”消费维权服务站聚焦市中区上中顺、张公桥美食
街区、苏稽古镇、大佛景区、峨眉山景区、峨边黑竹沟
景区等重点领域、重要场所，以网红街区、景区及周
边经营户、餐饮单位、酒店宾馆为重点对象，在抓好
消费维权服务站值守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

“三品一特”、餐饮服务及价格等节日市场巡查检查。
并会同当地文广旅局、公安局及街道社区、乡镇政府
等单位适时开展节日市场联合检查。目前，已出动执
法人员25人次，检查中发现问题5个，并现场督促商
家立即整改。

同时，各“零距离”消费维权服务站及时受理、处
理消费者的咨询、投诉。目前，已提供消费咨询和服
务 182次，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提供了快捷高效的维
权服务，有力维护了节日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

德阳
“96999”帮助企业解决问题2059个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金蓉）近日，德阳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企业服务中心工作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德阳市企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工作
运行情况，以及“96999”企业服务热线运行机制成效
等情况。

记者在会上获悉，该中心在全省率先开通了
“96999”企业服务热线，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
用地、用电、资金及政策咨询、项目申报等问题2059
个，企业满意度达到了95%。

据介绍，该中的“96999”企业服务热线，全方位
多渠道收集企业问题诉求，建立一般问题“135”（即
1个工作日内交办至承办单位，3个工作日内回复办
理情况，5个工作日内开展回访）限时办理机制、重
点难点问题市领导协调推进办理机制，强化企业问
题诉求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同时，该中心已升级打造“企业服务大厅+企业
会客厅”功能区域，设立综合服务、专业咨询等 6大
窗口，会同企业家服务中心、商务服务中心合署办
公，开创“政府+协会+专业机构+平台公司”共同服
务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统筹、整合、协调各类优
质服务资源，围绕诉求办理、政策支持、创新驱动、产
融合作、招才引智、市场拓展、智改数转、权益保护等
8大功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精准服务，
现已初见成效。

塘边钓虾尽享惬意时光，一个个欲争“虾
王”头衔的小龙虾抢“鲜”出塘，再经“厨王”精心
调制一番，各种口味的小龙虾端上餐桌，游客大
快朵颐，一旁还有乐队献唱和互动游戏……近
日，走进德阳市中江县黄鹿镇，当地正凭借第五
届龙虾美食节引爆“五一”旅游市场。

当天，“花田渔歌 乐动一夏”中江县黄鹿镇
第五届龙虾美食节开幕式暨小龙虾代言人“塘
宝”形象发布会在黄鹿湖农业主题公园举行。
小龙虾“厨王”争霸赛、“虾王”PK赛等精彩环节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而活动的重头戏，当属
大众期待已久的黄鹿小龙虾 IP形象正式发布。

“塘宝”以小龙虾为主体元素，通过拟人化，设
计一个红色外壳作铠甲、以稻穗为武器的“虾
小兵”。

“塘宝”取名的灵感源自宝塘村倒着念之
意，也有池塘里的宝贝之意。2017年，宝塘村正
式开始养殖小龙虾，无数乡野逐梦之人通过这
个“宝贝”走上了创业道路、打开了致富大门，
它承载着宝塘村乡村振兴的奋斗与希望，代表
着宝塘人民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与力
量，更象征着“鱼米之乡”黄鹿“一虾先行、诸业
并进”的璀璨未来。

“很激动，很感慨。”黄鹿镇党委书记蒋啸
坦言，2017年，龙虾节在黄鹿这片土地上首次
登场。从“稻虾共作”种养模式的引进，到小龙
虾 IP形象“塘宝”的面世，7年来，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和优质产业基础，勤劳的黄鹿人民
坚守初心、步步登高，不断做强龙虾特色产业，
持续壮大龙虾经济，谱写了“鱼米之乡”的龙虾

传奇。
冠顶小龙虾专合社负责人张学辉是最早

在黄鹿养殖小龙虾的人，据他介绍，当年正是
黄鹿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和镇政府在做活“水文
章”、激活“水经济”等方面清晰的发展思路吸
引了他。

“今年我们养殖了260亩小龙虾，产量达到
400斤每亩，收入在10000元每亩左右。”张学辉
开心表示，相信黄鹿小龙虾在“塘宝”的赋能
下，定能走出更为亮眼的产业之路。

近年来，黄鹿镇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坚持“山上林果药、田里稻鱼虾”的发展思
路，依托“黄鹿湖”农业主题公园打造，成为远
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全镇已建成现代优质粮
油园区 16000亩，特种水产园区 10000余亩，稻

虾米年产量 1250吨，总产值约 1.63亿元。而优
质的小龙虾资源更是其中的亮点。

“我们的小龙虾不仅是当地农民的宝贵财
富，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据黄鹿镇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韩红英介绍，目前全镇
已经有 6500亩小龙虾养殖塘，500亩小龙虾育
苗场，实现年产成虾260万斤，销往成都、绵阳、
德阳等地，年产值6500万元。

如今，伴随小龙虾产业的一步步成熟，黄
鹿镇以虾为媒、助推发展，形成比较有影响力
的钓虾、吃虾、品美食、听音乐的系列活动，在
节假日期间，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年带动消费 1500
余万元。

梁潼 张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闫新宇

全省越野摩托车障碍赛开赛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许芸浩 苏俊）
近 日 ，在 成 都 市 温 江 区 和 盛 镇 SP7.8 公 里
汽摩房车营地内，第二届“金马河鱼凫杯”
2024 四 川 省 越 野 摩 托 车 障 碍 赛（温 江 站）
启幕。

活动现场，温江交警现场进行了“安全
驾驶，文明骑行”倡导宣讲。让大家充分认识
到了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文明骑行，坚决
不飙车不炸街。裁判员代表及车手代表进行
了宣誓。

据悉，本次比赛设置有越野金组、越野银
组、新能源组及青少年85cc组、少年65cc组、儿
童 50cc组、1小时耐力赛等 7个组别进行比赛。
比赛赛道，设置了包括乱石、轮胎阵、圆桶障碍
等在内的20项高难度障碍。充满精彩刺激的场
景，让观赛观众随着比赛一起紧张与激动，不
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这样近距离观看摩
托车越野障碍赛，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感
觉紧张又刺激，凸显了越野摩托车的动感魅
力与生命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斗志
满满，一辆辆摩托车在布满障碍的赛道中，或
疾驰，或翻飞，或腾空而起，或花式过弯，你争
我逐，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竞争异常激烈的视觉
盛宴。

伴随着 2024成都世园会温江分会场(金温
江博览园)开园迎客，此次越野摩托车障碍赛
也为市民游客逛世园、游温江带来了不一样的
体验。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叶强平 张戈 记者
杨琦）近日，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国藏
族赛马文化 之 乡·理 塘 ”中 华 民 族 大 赛 马
2024 年五月赛马会顺利完成所有比赛项目，圆
满落幕。

赛马是理塘县的传统文化活动，近年来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进一步深化“体育+旅
游”发展战略，让体育赛事带动旅游产业发展，该
县每年5月至10月举办月赛马会。

此次比赛吸引了甘孜州康定、雅江、道孚及
阿坝州和省外云南、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骑
手和近百良驹前来参赛角逐。3000米、5000米、
10000米等大小9场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前来观赏。裁判举旗一挥，百马争锋，在
蹄声如鼓的比赛中，一匹匹骏马犹如离弦之箭，
超轶绝尘。骑手们你追我赶、策马扬鞭、驰骋赛
场，演绎出速度与激情的比拼，为“马迷”和游客
们带来连场“视觉盛宴”。

来自稻城县的帕珠获得大马 10000米速度
赛第一名和2万元奖金，他说：“理塘赛马有400
多年历史，除了赛事以外，马肚藏身、马背倒立、
飞骑射击、拾哈达、马背仰身等各种高难度马术
动作更是惊险刺激。”

据了解，理塘县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推进
民族赛马发展，以常态化赛事引导牧民养马、育马、
驯马以及马匹交易，拉动地方文化、体育、旅游等多
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牧民增收。

隆昌
小龙虾美食季火热来袭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弘）音
乐、啤酒、小龙虾……近日，隆昌小龙虾美食季火热
来袭，带来一场初夏狂欢。

夜幕初降，在港盈新街里，2024隆昌“稻虾飘香
纵享初夏”小龙虾美食季启幕。超全口味的小龙虾轮
番上阵，分分钟燃爆你的味蕾细胞，满足你的吃货
心。现场文艺演出依次呈现引得台下掌声连连，观众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精彩时刻。同时，隆昌羊肉汤等
地方特色美食也在活动中亮相。

在隆昌南关石牌坊，专业乐队的现场表演，点燃
观众的热情。现场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释放自我
的狂欢派对。冰激凌、甜点、小吃 ......香气四溢数十
种美食可任意挑选，这里成了一站式美食集合地。

可品美食、看表演，5月1日至5日，这样的场景
在港盈新街里、南关石牌坊主会场及各镇（街道）分
会场轮番上演。

“早就听说隆昌盛产小龙虾，虾个头大、肉质鲜
美。今天如愿以偿吃到了，特别满足。”游客李怡说，从
成都坐高铁到隆昌很方便，以后会经常到隆昌游玩。

隆昌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稻虾飘香
纵享初夏”小龙虾美食季带来火爆的人气，提升了隆
昌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隆昌文旅产业发
展注入活力，增添了内生动力。

中江：“鱼米之乡”擦亮小龙虾名片

理塘：百马争赛引客来

比赛现场（中共理塘县委宣传部供图）

春来万物生，灌溉正当时。当前，营山广袤
乡村春耕生产如火如荼，春灌工作对春耕生产
至关重要。营山县从建、管、调、用各个环节发
力，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用水需求，为实现全年
粮食丰产丰收、兜牢粮食安全底线提供坚实的
水利支撑。

科学调度 让每滴水都恰到好处

近日，营山县幸福水库管理局金鸡沟水库
水利股长李佑全按下了放水按钮，随着闸门的
缓缓上升，库水奔涌而出，沿着干渠顺流而下，
再经由一条条支渠流向老林、黄渡等乡镇。

“信息化赋能科学灌溉是今年保障春灌的
主要新措施。”在营山县幸福水库管理局信息
化室，记者通过营山灌区信息化平台看到，各
灌片控管面积，日、月、季、年用水量，剩余可用
水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我们根据平台的数据对各灌片水源实时
进行合理配置。”营山县幸福水库管理局副局
长王鹏飞告诉记者，当前正值早稻栽秧季节，
由于近期气温持续升高，该局决定提前放水，
并针对灌区乡镇、村反映上来的数据进行调
度，先急后缓，错峰供水，并简化申请用水流
程，从群众提出用水申请到水润田间，由原来
的 3天至 4天时间缩短到现在的不到半天，有
力保障了农户在春灌期间有水可用。

“我们密切关注水情雨情，会同气象、农业
农村等相关职能部门，精准掌握全县水情雨

情，认真分析春灌用水形势和需求情况，科学
制定灌溉用水计划，确保春灌工作有力、有序、
有效开展。”营山县水务局局长鲜亮介绍，为充
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调蓄能力和供水潜力，该
局还加强水库、河道等水源供水与灌区用水的
协调，加快山坪塘整治，合理调配现有水源，最
大程度提高灌溉水源保证率。

同时，营山县还积极推行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实施灌溉用水精细化管理，让每一滴水都
恰到好处，让有限的水资源浇灌出丰收的希
望。

通渠畅网 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

日前，记者跟随营山县幸福水库管理局南
干渠水利股股长樊刚巡渠，经过朗池街道河堰
社区时，发现前两天刚刚疏通过的渠段又有堵
塞现象，樊刚随即招呼同事开始清除沟渠内的
生活垃圾、杂草枯枝等各类堵塞物。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水渠恢复了畅
通。樊刚告诉记者，幸福水库灌区是全县唯一
的重点中型灌区，覆盖清水乡、回龙镇、新店
镇、朗池街道、城南街道、东升镇、绿井镇、望龙
湖镇 8个乡镇（街道办）32个村、14个社区。自
幸福水库灌区开闸放水以来，巡渠员的巡渠频
率就变成了每日两次，确保及时发现处理渠道
堵塞、渗水等现象，保障水渠正常运行。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春耕期间有水可放、
处处灌得到，春节假期一结束，营山县幸福水

库管理局就组织各灌区开展春检，对灌排渠
系、机电设备和骨干输水工程进行巡查。目前，
全县各灌区主干渠畅通，放水速度提高了近 1
倍，确保了全县灌区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春灌
供水畅通无阻。

为保障春耕生产，该县去年还投入 1.52亿
元实施了幸福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项目。

“项目于去年建设完工，今年已正式投入
运行，整治渠道总长 113.57千米。”营山县幸福
水库管理局局长陈琼华介绍，项目共恢复灌溉
面积 0.75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6.20 万亩，预计
可节水 669 万立方米，增产粮食及经济作物
1583.48万公斤。

保水蓄水 全力提升库容量

近日，记者用无人机俯瞰营山县粮油现代
农业园区，只见近万亩即将成熟的小麦已将大
地染成片片金黄，阳光下照耀下麦穗摇曳生
辉，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营山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是该县推进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抓手，是承载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全县粮油生产
的主战场。园区覆盖东升、骆市、小桥等地，规
划面积13.4万亩，其中耕地面积8.4万亩。

“我们从去年 8月中旬就开始加强库区蓄
水。”营山县幸福水库管理局北干渠水利股股
长李自强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负责园区用水

的盐井水库便算好管水细账，合理利用雨洪资
源，抓住有利时机增加水库蓄水，目前水库蓄
水量还有240万方，加之汛期将至，完全能够满
足园区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需求。

在营山县幸福水库打锣嘴主坝，数十台抽
水机一字排开，源源不断将库水抽到溢洪口排
至下游；挖掘机挥动臂膀移山掘土，忙着在库
边修筑施工便道，营山县幸福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记者了解到，1957 年修建的幸福水库，经
过长期运行，主坝等主要建筑物已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水库蓄水已无法达到正常库容，严重
影响了灌溉效益的发挥。

为消除水库大坝安全隐患，保障水库安全
运行，营山县投资 5894.02 万元实施营山县幸
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建设期限 12个月。

“项目完工后，打锣嘴主坝将消除病险，防洪、
蓄水等功能将恢复正常。”该项目现场生产负
责人黄飞介绍。

一座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一条条水渠畅
通无阻，一片片灌区织密水网……今年 4月以
来，金鸡沟水库及幸福水库千里渠已累计供水
10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10余万亩，春灌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我们将持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完善灌溉输配水工程，建设‘大动脉’，畅通

‘微循环’，为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用水保
障。”营山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易良表示。

彭传桁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营山：水利建设兜牢粮食安全底线

康定市
织牢织密旅游服务“保障网”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呷什切早 记者 杨琦）5
月 3 日，记者从康定市新都桥镇获悉，为全面做好

“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该镇坚持在提高服
务效率、保证服务质量、保障旅游安全、优化游客体
验上想办法、下功夫、求突破，切实擦亮“摄影天堂”
优质名片。

强组织，高位推动健全体系保障。组织召开“五
一”小长假旅游服务保障工作专题会议，集中研判部
署交通安全、停车如厕、安全生产等重点任务。成立
专项工作小组，建立健全旅游应急管理联动机制。全
覆盖对1000余名经营主体开展节前服务保障培训，
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全要素提供服务保障。

精服务，多措并举优化旅游体验。设立“有事找
党员·党员伴您行”咨询点 6个，组织党员志愿服务
队27支共300余人开展服务保障。坚持25个村级党
群服务中心全线开放，187名村“两委”干部全程坐
班值班。志愿者们在一线为游客提供文旅咨询、免费
饮水、文明劝导、防火宣传、路线指引等。截至目前，
已服务游客 3000余人，提供免费咨询 1000余次，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手册500余本。

提品质，多点发力营造舒心环境。在车流量较大
的交通节点实时开展交通疏导，确保交通畅通有序。
目前已累计开展疏导170余次，提供道路救援12次。
针对旅游生活垃圾量激增的情况，加强垃圾收运管
理，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集日清。

抓监管，多方联动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开展消
防、燃气、食品、自建房、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安全隐患
排查行动。截至目前，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 5次，专
项检查 3 次，检查点位 50 余处，排查并整改隐患 7
处，开展“回头看”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