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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与

此同时，郫都区对在示范行动中掌握

到的一些诸如“融通缺乏顶层设计、缺

乏政策动力支撑”，“大中小”企业间

“融”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

不“联”等共性问题更加重视，决心以

此次为契机，创新突破，有效解决。

为此，郫都区结合实际，主动创新

作为，在《方案》中明确提出，将实施

“载体空间提质”“重点企业培优”两大

重点工程，聚焦聚力链接产业“断点”、

打通产业“堵点”、攻克产业“弱点”、形

成产业“亮点”，探索出台“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激励新政，实施双创载体

“腾笼换鸟”行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倍增计划、成长型

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打造全链条创新

孵化服务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链运行效率。

提出要坚持“投资唱主角”“项目

论英雄”，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好项

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态势。加快建设

华为智算中心、中电科29所四威科创

产业园等十大动力源项目，实现在人

工智能算力、光电显示、电子对抗等领

域取得新突破，形成电子信息“大中

小”企业深度协同、融通发展的新型产

业组织模式，做强四川首个万亿级电

子信息产业的双创支撑。

力争到2023年，腾退低质低效载

体2万平方米，建成中试转化基地20

万平方米；创新创业载体面积达到

140万平方米，高品质科创空间面积

达66万平方米；高新技术企业达3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200家，电子

信息产业龙头企业本地配套率达

50%，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端产业聚集区。

“远中近”区域融通
壮大创新主体

目前已经在全球有90余个分支

机构，服务超千家中国和海外企业客

户的软通动力，2015年入驻郫都区，

去年又将其“智慧产业园”项目落户在

了郫都。对于郫都融通创新的做法，

软通智慧西南大区总裁张晓由衷敬

佩，他向记者表示，“在当前国际合作

和行业间交流几近迟滞的情况下，融

通创新尤其是区间域融通创新尤为重

要，公司将发挥在行业中的地位和资

源优势，为郫都产业本地化配套和区

域融通创新做出更多贡献。”

“Fenox创投加速器，既是双创孵

化服务载体，也是全球创业赛事SWC

创业世界杯（Startup World Cup）

的主办方。自2019年入驻菁蓉镇以

来，已招引‘北京卓视智通’‘德国

Aqaund’‘四川棱镜云科技’等近60

家海内外企业、10个归国创业团队项

目、1名IEEE技术成就奖和自然科学

奖获得者、两名千人计划专家、1名信

息安全专家、1名法国国家纳米光学

中心材料物理博士。”近日，Pegasus

中国区副总经理王昂在向记者介绍与

菁蓉镇合作壮大创新主体工作成效

时，更是如数家珍……

这是郫都区域融通创新的澎湃力

量。近年来，郫都区深入贯彻落实四

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战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典范城区，以敢为

人先的气魄闯新路、出实招，“远中近”

同时同向发力，探索“国外研发、国内

成果转化”和“国内注册、海内外经营”

等新模式；与重庆共建成渝影视“双引

擎”，筹建成渝川式调味品协同创新中

心；与成都高新区共建“一套人马”、共

绘“一张蓝图”、共建“一个园区”，推动

双创基地“一体化”创新；与电子科大

合作打造电子科大菁蓉逆向创新孵化

基地等，强力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郫都区已聚集新经济企业

1.3万家，签约引进重大项目89个，

2021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30

亿元，五年连跨三个“百亿”台阶，综

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区第88位。其

中，电子信息及装备制造业年产值突

破 140 亿元；川菜产业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成都影视城已聚集影视关

联企业78家，建成全球最大单体摄

影棚，落户首个国家级超高清视频产

业基地。

科创高地是建设现代化郫都的战

略核心和动力源泉；“远中近”区域融

通是建设科创高地壮大创新主体的重

要现实途径。按照决策部署，未来三

年，郫都区将重点实施“区域创新协

同”“产业强链补链”“人才资源引聚”

等三大工程，从“远”处谋划、从“中”间

聚焦、从“近”处入手，拉高标杆争上

游，开拓创新争一流。

“远”，强化国际协同创新、逆向

孵化创新，推广跨区域孵化“飞地模

式”，组建“3+1”双创招商专班，打造

全球创新创业重要节点。力争到

2023年招引飞地孵化项目30个，新

签约重大产业化和高能级项目8个；

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企业急需紧缺

人才300名。

“中”，强化与国内双创示范基地

联盟成员联动，推动多层次区域合作，

围绕高端产业和龙头企业强链补链固

链，促进资源共享、技术联创、产业协

作。力争到2023年新注册企业3000

家，新增培育专精特新企业30家。

“近”，聚焦“一芯一屏”等主导产

业，融入“双循环”，唱好“双城记”，主动

服务“两区一城”；“一年成型、三年聚

业、五年达产”推进“高新-郫都电子信

息产业园”建设。力争到2023年新型

显示产业总产值实现50亿元，氢能装

备总产值年均增长13%；影视文创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7.5%；都市

现代农业总产值实现40亿元……

“产学研”科技融通
提升创新质效

攻克技术难题185个，获得四川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28个、专利授权

268项，实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266

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175%，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2%增长到

3.6%，位居成都全市前列……这是郫

都区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的

一份靓丽成绩单。

近年来，郫都区在“产学研”融通

创新方面大胆探索，聚焦“校院企”与

产业园区深度融合，搭建“三位一体”

科技创新组织架构，构建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流水线”，出台《强化科技创新

支撑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助推郫都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政策文

件，探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协同共生的科技成果转化“郫都路径”

等，“产学研”科技融通创新成效显著，

涌现出了许多典型案例。

比如，拓米研究院引进70余名日

韩籍行业领军人才，取得发明专利26

项，年产值过10亿元；“频岢微电子”

打破日美企业长期垄断，取得发明专

利20项，年产“芯片”7000万颗；丹丹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填补全国调味品行

业无国家技术中心空白；“硅海武林”

特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先进新型存储

器等设计制造与销售，获发明专利授

权23项，市场规模超百亿元……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构全球

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结构，破解“卡脖

子”难题、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外部压

力巨大。只有用敢涉深水的勇气应变

局、破困局、开新局，创新“产学研”科

技融通，才能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

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推动“双创基地”向“科创高地”跃升。

因此，未来三年，郫都区将按照

《方案》，锚定“一心两廊三片”总体布

局，大力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

“创新赋能提升”两大工程，推动“产学

研”科技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体系建设紧密结合，打造“科学发现—

技术发明—成果转化—产业创新—未

来城市”一体贯通的全周期创新体系，

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架”，

打造西部有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建

设全国领先的科技创新示范区。

将以创建高水平孵化平台、打造

高能级研发平台、搭建数字化应用场

景为抓手，推动创新平台与产业发展

协同布局，建设四川省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探索“揭榜挂帅”“赛马

制”等模式，建立“定向研发、定向转

化、定向服务”订单机制和“逆向创新、

二次研发”应用机制；探索科技成果加

速转化的“郫都”模式等，打通科技创

新到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将坚持“城市场景化、场景机会

化、机会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构建创

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三链融合”科创

生态，以科创点亮乡村，形成“总部”

“科创”进乡村、生产制造在园区的新

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科研密度”转

化为“创新浓度”。力争到2023年，新

建“产学研”创新合作平台9个，促成

校地企合作项目30个，完成知识产权

新增进场1000宗。技术交易额实现

年均增长10%、R&D经费投入实现年

均增长15%，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12件。

“放管服”改革融通
强化创新保障

站在菁蓉湖最佳观景平台上，湖

水清澈透底、湖面波光粼粼，巨型杜鹃

鸟雕塑矗立在湖体中央、闪闪发光，虽

然午后的阳光在微风吹拂下略带着一

些寒意，但记者一行的心情却随着采

访的深入久久难以平静。

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建设2015年

实施以来，至今已推进至第三批共

212家，各地竞相迸发，潮起潮涌。能

够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双创示范

基地、四川首个（区域）全国双创示范

基地，实属不易。然而，要持之以恒攻

坚克难，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并获

得国家及相关部委表彰，更是难能可

贵。郫都区靠的究竟是什么？

“是不断的创新突破，是深入的

‘放管服’改革营造出来的良好营商环

境！”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说，“这既是郫

都区过去双创工作的‘法宝’，也是未

来进一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保障。”

事实的确如此。让“硅海武林”副

总经理郑蓉辉印象最深的就是郫都区

的“保姆式”服务和良好营商环境。她

说，公司现在除了专注于设计和研发

国外“卡脖子”芯片，另一项重要业务

就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人才培训，但这

项培训在国家办学目录里面根本就没

有，资质一直办不下来，急得不得了，

在此“绝望”关头，是郫都区坚持不懈，

成立专班，经多方协调、“特事特办”，

突破专业审批框架最终才顺利办成。

同样感同身受的还有“拓米电子”

公司。据该公司负责人讲，今年初公

司提交的一项发明专利申请，本来按

正常程序平均审查周期要20个月左右

（近两年），但得益于郫都区的预审体

系，专利授权时间只用了6个多月……

这是“放管服”改革为民的“郫都

温度”和“郫都速度”。其背后，是该

区对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一流营商环境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

追求。

近年来，郫都区以“放管服”改革

为抓手，不断强化创新保障，成功揭榜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知识产权保护“一

件事”全面创新改革任务，国家首个区

（县）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授权时

间平均缩短60%~70%；政务综合窗

口“无差别全科受理”服务群众平均等

待时间由原来 90分钟缩短到 15分

钟；“6+1”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100%，“最多跑一次”实现率100%，

“一次办”事项达98.81%，网络理政

2020年荣获成都市网络理政创新案

例特别贡献奖。

三支政府投资基金总规模达14.2

亿元；“科创贷”“菁蓉创客贷”“振兴

贷”等金融服务“郫都模式”为双创企

业融资贷款超11亿元。新建1676套

拎包入住人才公寓和873套人才用

房，形成半小时休闲生活圈。2021年

1月~9月全区新增市场主体14,541

户，其中新增企业4807户，同比增长

15.5%，新增注册资本182.62亿元。

“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工作的

‘风向标’，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

幸福指数，让广大客商在郫都有地位、

受尊重。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的新型政商关系，郫都区将一以贯之，

对标一流、追求卓越。”郫都区相关负

责人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站在“企业

侧”“群众侧”，深化“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推动形成让市场主体“进得来、留

得住、创得好”的创新环境。

据悉，按照《方案》，郫都区将紧紧

围绕“一核五中心N社区”双创空间布

局，实施“功能配套强化、创客郫都品

牌塑造、多元服务优化”三大工程，制

定实施双创“4.0”版。创新优化全生

命周期“菁蓉管家”服务模式，突出“专

业化服务”，构建智慧政务“新体系”、

打造生产服务“新标杆”、营造便捷生

活“新风尚”；高标准打造15分钟创客

生活圈等。力争到2023年，90%以上

事项“一窗受理”、80%以上事项“全域

通办”。

将着力推进“大政务服务”改革，

把融通创新纳入全区目标管理体系，

探索完善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和宽容失

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和政策执行跟

踪问效，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全面塑

造“科创高地、锦绣郫都”高质量发展

新优势，推动形成“人人支持创业、人

人推动创新”的社会氛围，在打造融通

创新引领标杆的创新实践中，体现郫

都新时代双创“热度”、政策“力度”、服

务“温度”和发展“高度”。

（本文配图由成都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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