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堂用餐按需适度取餐，普及无纸化办公，

削减文山会海，带头推行绿色消费……近日，广

州市黄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向广州高新

区、黄埔区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发出带头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倡议书（“俭8条”）。目前，4万多

名党员率先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签订承诺

书，带头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落实到位。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城市建设

据悉，“俭 8 条”从文明餐饮、低碳节能办

公、健康环保出行、绿色城市更新、崇尚勤俭风

尚、弘扬传统美德等八个方面提出明确规范。

当前，广州高新区正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

到城市建设中，把绿色要求纳入工程建设强制

规范，设计、施工和运行环节，严格落实绿色建

筑标准，有机融合快拆快建、整洁有序，推广建

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创建生产、生活、生命、生态

有机融合的绿色城市，形成资源环境、经济社

会、居民生活协调发展的绿色城市更新模式。

黄埔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白

韶辉表示，为确保“俭8条”得到严格落实，全区

把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情况纳入党支部、党员评

星定级考核内容，纳入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

述职评议考核范畴；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内容，纳

入监督检查、区委巡察，强化日常监督；定期对

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曝光、警示震慑，坚决杜绝铺

张浪费特别是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行为。

政府做表率
机关率先践行厉行节约

走进广州高新区机关食堂，入口处和每张

餐桌上张贴的“厉行节约”“光盘行动”“严禁浪

费”等提示语十分醒目，时刻提醒就餐人员节约

粮食、减少浪费。在餐饮垃圾回收点，有专门的

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指引，如果发现有人浪费，

工作人员会上前进行提示和劝导。

“我们把反对餐饮浪费、倡导粮食节约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实抓细，通过发动各方面力

量来做好‘光盘行动’。”广州高新区机关事务管

理局局长邓斌表示，厉行节约，机关食堂要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也要以身作则，引领节

约粮食“新食尚”。

除了加大宣传指引外，广州高新区在成本

控制和菜品制作上也下足功夫。广州高新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膳食服务部薛春红介绍，疫

情期间由于实行订餐制度，机关食堂了解到

各单位实际日常就餐人数，开放堂食后仍参

考这个数据进行食材采购和烹饪。“通过按量

配菜，可以很好地控制成本、减少浪费。”薛春

红说，以前每天需要消耗750斤青菜，现在每天

450斤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广州高新区机关食堂采取“少量

多次”的方式供应饭菜，有效控制食材浪费，粉

面窗口可提供小份餐食。蔬菜、肉类和水果等

生鲜食材都是当天采购、当天用完。油面粉等

干货及调味料，基本上每两天订购一次，避免食

品原料因为过期而导致浪费。

广发倡议
全区餐饮行业积极响应

大盘菜变小盘菜，“边角料”变小凉菜，打包

菜变创意菜……减少食物浪费从“变废为宝”开

始。倡议发出后，广州高新区餐企各出奇招，把

剩菜变佳肴，让美食多了心思、多了花样，让“少

食多滋味”成为餐饮潮流。

中味餐饮执行董事李新喜介绍，目前公司

为区内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提供餐饮配送、食品

原材料配送、厨房后勤管理等餐饮专业服务。

“我们近期建立完善了餐饮配送物流中心，根据

就餐者实际情况，科学、统一安排每餐每人所需

食材的分量，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在我们这里就餐，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

但我们更注重合理备餐、科学进货，做好品质监

管和客人口味分析，毕竟剩菜也不太新鲜健

康。”园区内另一家配餐企业凯云轩负责人邓经

理表示，公司会提前一周制订好菜单提供给供应

商，每天配餐前做好人数统计。“我们对每天送出

去的菜进行回收，为什么这些菜会剩下，是食材原

因，还是客人口味，会根据分析作出调整。”

黄埔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少贞表示，自今

年 8月以来，广州高新区专门印制“讲文明、树

新风”“文明餐桌、公勺公筷”公益海报、台

卡、贴纸等宣传品两万余份，向党政机关以及

餐饮企业、学校、医院、工厂等大力推行适度

点餐取餐，深入开展“光盘行动”。依托广州

高新区 5 个志愿驿站开展光盘行动宣传，在

驿站 LED 屏滚动式播放“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宣传标语，向市民发放制止餐饮浪费的宣

传单，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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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 刘丽珊

本报讯 在近日举办的苏州高新

区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暨

集成电路设计技术与创新论坛上，苏州

高新区联合各级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产

业资本和金融机构等发布了苏州高新

区集成电路产业新政策和产业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新发布的“集成

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

首期为 30 亿元，重点投资集成电路、

5G 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根

据新政策，对引进的集成电路领域国

内外顶尖人才（团队），园区将一律给

予“一事一议”、上不封顶的特殊支

持。

据了解，苏州高新区集成电路产

业创新中心首期面积为 10 万平方米，

将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开园。该创新

中心将实现众创、孵化、加速、产业一

体融合，打造全新的科技孵化生态

链，实现科技创业项目孵化闭环，打

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升级版。

通过 3-5 年的努力，建成长三角地区

最具示范性及影响力的集成电路设

计及应用特色产业基地，汇聚国际和

国内高端资源，集聚 200 家以上集成

电路设计及应用领域如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5G 等领军企业，全力构筑人

才、科技高地。

同时，该创新中心将同步构建链

条完整、特色鲜明、投入多元、运行高

效的服务体系。设立综合服务中心，

为企业提供工商税务、政策咨询、人

力资源、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一站

式”“零距离”服务；构建芯片设计

EDA、硬件仿真加速、快速封装测试、

芯片可靠性验证、晶圆制造服务等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加

快产业化进程；围绕集成电路设计及应

用产业，联合风投机构、银行、人力资源

中心等相关资源，围绕企业在市场拓

展、投融资对接、人才引进、品牌塑造等

方面的核心需求，建立完善市场网络、

规模化融资、高端人力资源等专业化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精

准化的服务。

“建设苏州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创

新中心，是苏州高新区推动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把新一代信息技

术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作为优化产业

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优先支持的先导产业之一，致力于把苏

州高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芯片之城’”。苏州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加快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园区集聚了硅谷数模、国芯科

技、长光华芯、中晟宏芯、恩智浦半导体

等一大批领军型企业，在前沿引领技术

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形

成了以高端核心芯片、大功率激光半导

体芯片为代表的核心产品；拥有中移动

苏州研发中心、阿里云、中兴克拉等一大

批应用企业，构筑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依

托赛宝实验室建成了集成电路产业可靠

性分析与工艺验证公共服务平台，依托

矽格建立了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

为加速全产业链布局、瞄准关键环

节、承载更多发展势能，提供更强的“硬

支撑”，此前，苏州高新区还出台了《苏

州高新区关于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在项目投资、发展成长、

科技创新、金融税收、产业人才等各方

面给予支持。

“下一步，园区将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让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高端资源要素

在此加速集聚，让企业在这里获得最前

沿的技术合作、最一流的人才支撑、最

充足的资金保障，以要素的‘线性叠加’

催生出产业的‘指数爆发’”。苏州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夏燕燕

本报讯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

是配餐加工高峰期，惠州仲恺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智慧监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

会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电子显示屏。显

示屏显示的是中小学校（幼儿园）厨房

实时监控画面，每个食品操作人员的工

作状态、各种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都

清晰可见。

为保障孩子在学校的饮食健康，惠

州仲恺高新区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监管平台，实时呈现后厨的每个操

作环节，并对违规操作行为进行自动提

示。据悉，这些食堂现场的视频，学生

家长也可以通过手机联网实现画面实

时呈现。

学校食堂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

平台，利用网络PC端、手机APP主动向

社会公众、学生家长展示食品证照信

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等级、食品原料追溯、监管信息等情

况。惠州仲恺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配备

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运用实时预

览、历史视频调取回放、告警信息采集

和视频AI分析等功能，督促存在问题的

学校食堂第一时间整改落实到位。曾

经“闲人免进”的学校厨房重地，通过互

联网+“明厨亮灶”的形式展现于公众视

野，实现了最广泛、最直接的监督。

据了解，下一步，惠州仲恺高新区

还将把平台逐步向全区集体供餐单位

推广，特别是机关、企事业、养老机构、

大中型餐馆等重点单位，进一步提升食

品安全监管水平和监管效能。

惠仲宣

4万多名党员带头践行“俭8条”

广州高新区引领绿色消费新风尚

惠州仲恺高新区安装“千里眼”
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苏州高新区设立100亿元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广州高新区开展“文明出行”活动

“文明号”公交传播文明新风
▶ 焦婵娟 范敏玲

一辆辆全新涂装的“文明号”公交车，搭载着

“粮食很珍贵，光盘不浪费”“文明于心，礼让于

行”等入脑入心的口号，驶过广州高新区的大街

小路。9 月 14 日，由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区

文明办主办，广州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承办的“文

明号”公交汽车投放启动仪式举行，一场颇具特

色的“文明出行”活动正在积极开展。

10辆“文明号”公交车上线

“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我向全体同行及

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说文明话、开文明车、做

文明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关爱他人和自己的

生命，不超速、不抢道、努力构建和谐交通环境。”

曾获“广州好人”称号的驾驶员张国宏大声宣读

文明出行倡议书。

张国宏身后是 10 辆喷绘着“文明健康、有你

有我”“讲文明、树新风”“文明餐桌”“公筷公勺”

等创文公益广告的公交车。“公交作为百姓出行

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个城市形象和文明的展示

窗口。”黄埔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少贞表示，此次

为配合做好创文宣传工作，广州高新区共投放了

10辆“文明号”公交汽车参与营运。

“我平时出行都是乘坐公交，这几年我最大

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出行更加舒适便捷了。”家住

广州科学城的市民邓燕玲表示，文明出行已成为

广州高新区一道靓丽风景线，不少公交站、路口

都有公共文明引导员引导维持交通秩序，公交车

内环境越来越好，道路也越来越整洁通畅。

“网红志愿者”上街
引导文明出行

在广州高新区内各红绿灯路口和公交站点，

随处可见头戴橙色小帽、身着橙马甲的公共文明

引导志愿者。面对步履蹒跚过斑马线的老人，他

们主动上前帮扶；遇到行动不便的乘客，他们帮

助提运行李；如有不熟悉路况的乘客，他们耐心

解答咨询；面对不文明行为，他们上前细心劝导

……原本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

行动，传播着“文明出行”的社会正能量。

“中国好人”、泉叔阳光工作室创始人、志愿

者“网红”，拥有着多张闪亮名片的李桂泉是广州

高新区创文志愿者中的领军人物。泉叔阳光工

作室成立了创文志愿服务行动小组，组织志愿者

开展“周末大清扫”“共享单车‘帮扶’”“垃圾分类

宣传”“文明交通劝导”等一系列创文志愿服务活

动，纠正劝导市民不文明行为，营造良好的文明

创建氛围。

针对文明出行，泉叔阳光工作室共招募了

100 余名公共文明引导志愿者，在广州高新区大

沙地东路、丰乐北路、港湾路、开创大道、科学城

大道的公交车站、地铁站和主要交通路口维持交

通秩序，累计上岗人次 800 人次，服务时长 1600
多小时。

“刚开始也会遇到不听劝阻的人，我们就反

复说。现在遵守规则的人越来越多了。”公共文

明引导志愿者陈姐说，身为全职妈妈的她已有 4
年志愿者经历。轮到她当值的日子，她都会准时

来到交通引导点，从早上 7 点到 9 点，下午 5 点到

7点，在路口协助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青年志愿者也是公共文明引导志愿者队伍

的中坚力量。从今年 9 月开始，广州高新区每个

公交站都有“靠埔青年”志愿者在站台服务，提醒

乘客戴好口罩，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协助老人、

孕妇上下车，解答出行咨询等。

据悉，从 9 月 1 日至 21 日，共青团黄埔区委、

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将组织 2368 名“靠埔青年”志

愿者在广州高新区 34 个重要公交站点、鱼珠码

头、长洲码头开展文明交通引导志愿服务。

近日，淄博高新区先进陶瓷产业园成立以来首个落户项目——淄博中强瓷业有

限公司全新高档日用陶瓷项目开工奠基。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68亿元，投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销售额2.4亿元、年缴纳税收1400万元。 图片来源：淄博高新区

在广州高新区机关食堂餐饮垃圾回收点，党员带头开展“光盘行动” 李建均/摄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 9 月 13
日，3D打印精准医疗（湘潭）研究院项

目签约仪式在湘潭高新区举行。该

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对于湘潭市进一

步汇聚创新人才、发展尖端产业意义

重大。

据了解，3D打印精准医疗（湘潭）

研究院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增材制造创新中心主任、增材制造国

家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秉恒牵头

建设，依托卢秉恒团队的技术、人才、

资源等优势，在湘潭高新区建设湖南

省内唯一、辐射中南五省的高标准综

合型 3D打印精准医疗研究院，计划总

投资2亿元。

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建设一个研究

院、一只产业基金、一个专业孵化器。

其中，研究院力争为湖南省内 50 家医

院提供精准医疗咨询诊断及医疗器械

服务，输出优势行业精准医疗共性解

决方案，并打造 5家 3D打印精准医疗

标杆医院。专业孵化器设在湘潭高新

区院士创新产业园内，规划面积1万平

方米。首期落地 3D 打印模型和手术

导板生产项目、无托槽隐形矫治器生

产项目、3D打印医疗服务云平台项目、

个体化下颌骨重建假体等国家增材制

造创新中心和卢秉恒院士团队项目，

预计建成达产 3年后，年产值达到 2亿

元，年上缴税收达1000万元。

卢秉恒表示，3D打印是国家重点

支持的科研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湘潭市委、市政府及湘潭高新区

对项目加速落地给予了大力支持，充

分体现了湘潭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以及在产业发展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

光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希望双方共同

努力，通过市场化运作，将项目打造成

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精准医疗成果

转化基地、产业孵化基地和创新人才

聚集基地、国内一流的新型 3D打印医

疗研发机构，为湘潭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建华表

示，近年来，湘潭高新区紧紧围绕中

央、湖南省、湘潭市决策部署，深入贯

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始终坚持

“高”“新”特质，把科技创新作为园区

推动发展的关键环节，打造了中南首

个院士创新产业园，构建起政、产、学、

研、用五位一体的合作平台，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湘潭高新区将努力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完善政策支持，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切实承担起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的责任，着力推动湘潭高新区的

高质量发展。

3D打印精准医疗（湘潭）研究院落户湘潭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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