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讯

□ 何子蕊

盛夏时节阳光灿烂，四川省成都

市郫都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沿

清水河高新技术产业走廊一路行进，

蓝天白云之下，满眼高楼林立、绿树

成荫，到处呈现出向“新”而行、欣欣

向荣的万千气象。

在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集

团”），“工匠们”正在对一台台制氢加

氢机组进行模块化组装，该公司承接

的四川省科技厅重大专项90MPa隔

膜式高压氢压机已进入检测验收投

入批量生产阶段；在华为西南数字机

器人创新中心，上千平方米的数字化

能力体验中心气势恢宏，一幅幅图

片、一件件实例，勾勒出拥抱盘古大

模型创新的300+应用场景……

近年来，郫都区锚定“科创高地、

锦绣郫都”总目标，坚持“制造强市、工

业强区”不动摇，用好全面深化改革这

个“关键一招”，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着力建设成都西部智造中

心，全区传统产业提能升级，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速起势。

“智改数转”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不转型、不升级，只有

死路一条。”在民营企业摸爬滚打了

10多年的金星集团总裁助理甘新伟

谈到传统企业生存发展之忧时直言

不讳。他说，金星集团是民营企业，

从过去多年来处于传统产业链低端，

到如今荣获“中国新能源产业最具影

响力企业价值典范奖”，靠的就是转

型升级。从曾经连续几年亏损三四

千万元到2023年产值达到9.6亿元，

从最初一套设备成本最高时800万

元降至目前100多万元，这一“增”一

“减”的背后，既有企业的战略眼光，

更是对于郫都区用市场之“手”弹好

发展之“曲”的生动诠释。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

新质生产力。”郫都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郫都区

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紧紧围绕建设清水河高

新技术产业走廊，以重大项目为引

领，向改革要动力、先立后破，以产业

链、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

合，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使之成长为符合现代化产

业体系要求的先进生产力生态。

实施“智改数转”行动，通过政企联

建等方式精准搭建产业“数智”赋能服

务平台，加大设备更新改造力度，试点

打造示范应用场景，推动制造业加速向

高端化迈进。今年一季度，郫都区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504.5%，已储备工信部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25个、计划

总投资52.6亿元，2家企业入选国家级

智能制造优秀场景，8家企业入选全市

智能工厂和市级数字化车间。

主动扛起川菜这个传统优势产业

发展大旗，打通“卡点”“堵点”，建成全

国首个以地方菜系命名的产业园区和

先进制造业园区——中国川菜产业

城。聚焦复合调味品、预制菜、健康功

能食品等主攻方向开辟新赛道，累计

聚集产业项目137个。支持丹丹豆瓣

等企业加快上市，开发豆瓣蘸粉、益生

菌等系列衍生品，川菜产业城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突破90亿元，获评“2023

年预制菜产业百强基地”，天味、新华

西进入“2023成都企业百强”。目前，

被誉为“川菜之魂”的“郫县豆瓣”品牌

价值超过660亿元。

四川饭扫光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是郫都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

的佼佼者。依托郫都良好营商环境

和政策扶持，从最初只为想做一款

“带得走的真正的正宗川菜”“自己家

人都可以吃的食品”，发展到如今拥

有“饭扫光”“川老汇”两大战略新型

品牌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结合巴蜀文化、熊猫IP等开发高

品质产品，打造有文化的四川味道，

让川味飘香世界。

该公司通过“智改数转”建成首

个5A现代化工厂，产能达10万吨/

年；线上线下融合开发新零售、促进

新消费，产品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全国90%以上市场、3000多

家国际大卖场、15万家商超网点，年

均产品触达消费者超过1亿人次。

建圈强链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其实，无论是金星集团还是饭扫光

食品集团，其转型升级的历程都伴随有

新兴产业的“影子”。在此过程中，当地

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不可或缺。

今年7月26日，郫都区委十五届

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郫都区委

关于以四大重点片区建设为牵引 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决定》，擘画未来蓝图，提出

“五大攻坚行动”，通篇饱含着向“新”

求质、向“绿”而行的核心意涵。

据郫都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郫都区践行新发展理念，聚

焦增强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提出打

造“科创高地、锦绣郫都”发展战略，

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发展壮大新兴产

业，用改革的办法破解产业竞争力不

强、发展质量不优等现实问题。

对照《成都市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郫都区

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成都市

郫都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

碳发展行动方案》，提出重塑产业结

构，发展9条重点产业链，明确将聚焦

“链主”企业，招引培育“链主+配套”

企业，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共建。其中，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是着力的重点。

实施建圈强链行动，培育壮大主

导产业集群。聚焦四川万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以清水河高新技术产业走

廊建设为牵引，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

适度分离改革，与成都高新西区协同

协作，创建“高新·郫都合作共建电子

信息产业园”，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强

链、延链、补链，聚焦柔性显示、智能

终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赛道，组

建京东方及华虹配套企业招引等专

班，先后落地东材科技、瑞波科、亚通

达、玖远新材料等一批重大产业化项

目，涌现出许多新兴产业应用场景和

典型案例。

目前，郫都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 308 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6家、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109家、高新技术企业 552家、

新经济企业1.5万余家。其中，金星

集团发展表现突出，该企业抢占氢

能、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新赛道，不到

60天就建成西部地区首座一体化加

氢站，创造出国内同类项目建设最快

的“郫都速度”。如今，郫都区200辆

氢能公交车在30多条公交线路上安

全运营，累计行驶超过3000万公里。

郫都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郫都区将强化改革引领、

创新协同联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提

能升级，加快培育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中国柔

谷”产业地标，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构建上下游、左右岸相互

融通的全产业生态链，打造全市领先

的空天信息应用示范区。

科技创新
助力未来产业加速起势

走进位于郫都区菁蓉镇的创客

公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空气自然

清新，一栋栋办公楼掩映在鲜花绿植

中，推窗见绿、移步即景，令人心旷神

怡。四川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标杆

平台——华为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

中心于今年2月落户于此。

“这是我们为四川某酒业公司打

造的销售及服务实训助手应用，通过

AI可实现多场景实景演练；这是为成

都某航空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的

定制化解决方案，通过数字机器人实

现智慧化生产，生产物资利用率提高

20%，排产效率提升45%。”华为西南

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工作人员说，该

中心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基于

App Stage 平台用 AI 重塑行业应

用，开发的数字机器人集成各类数字

化技术，具备认知、理解分析等能力。

华为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

的例子，是郫都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相互赋能、系统集成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郫都区围绕打造清水河高新

技术产业走廊成都科幻中心，实施科

创引领行动，以国盾融合创新中心为

核心载体，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上

精准发力，构建“1+3+N”成果转化体

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引擎”，

推动未来产业快速布局。

把新型储能作为未来产业重点

发展方向，规划建设西部氢能高端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打造全国氢能

产业示范应用标杆城市。目前，已聚

集东方氢能、蜀道装备、金星能源等

上中下游氢能产业链企业20余家，

11家规模以上氢能企业2023年实现

总产值35.14亿元。东方氢能参与科

技部重点课题4项；金星集团“金星

造”隔膜式氢压机核心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全区氢能推广应用综合

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把科幻产业作为增强科技“硬实

力”重要抓手，推动科幻与科技深度

融合。创立“星槎”成都科幻中心产

业联盟，出台科幻产业政策20条，制

定建设成都科幻中心十年行动计划，

发布科幻产业机会清单38条，落户

科幻技术工业化实验室，引育蓝色宇

宙等泛科幻类企业项目71个，产业

规模达35.8亿元。

把人工智能作为未来产业重要

突破口，推动新型工业化。华为西南

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成为四川省“智

改数转”系统集成首批供应商；成都

唯一“特色工业互联网领航平台”“数

字金星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国内外

超过9000台设备、16.4万种物料，与

近2000家单位实现“云”合作；成都

智算中心为227家企业、高校及科研

团队提供AI公共算力服务，累计完

成286个“昇腾”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蜂鸟智造获首批四川省人工智能领

域智能硬件中试研发平台，入选成都

市十大技术转移机构。

把新型显示作为未来产业重要着

力点，加快建设成都影视城。培育壮

大数字文创、区块链版权交易等产业，

超前布局发展4K/8K超高清视频产

业。落地建设“国家级超高清创新应

用产业基地”“虚拟现实视听技术创新

与应用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平台，集聚

落地影视文创企业290余家，推出影

视文艺作品百余部。郫都区跑出了构

筑千亿级影视产业链“新”速度。

成都郫都：用好“关键招”，跑出“新”速度

清水河高新技术产业走廊郫都片区 （郫都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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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刘珈琦 朱芮函

□ 本报记者 龚成钰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医

保局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为

群众就医减负，加大药品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工作力度，通过加强落实

国家集采政策以及积极参与省际联

盟采购，把群众急需、用量大的高血

压、糖尿病、抗肿瘤药等常见药品及

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重点，扩大集采

范围，有效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

担。目前，广西已落地执行集采药

品 603 种、集采耗材 54 类，药品耗

材价格平均降幅达50%，累计减轻

群众医药负担超 200 亿元，让医保

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记者在走访广西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广西医科大一

附院”）期间发现，无论是在工作日

还是节假日，前往医院就医的患者都

十分多。一年前诊断出乳腺癌的患

者黎女士表示，因为政府实行了集采

政策，原本困扰她的治疗和药品费

用，相较于从前近乎减少了一半。

据广西医科大一附院院长郑宝

石介绍，集采政策为医院提供了以实

惠价格购入的药品，药房库存充足，

医院为患者提供药品变得越来越方

便，医院也保持了正常的收益。从前

几百元一盒的特效药，如今通过医保

政策几十块就能买到，患者无需多等

待就能及时拿到药品，就医效率大大

提高，就医压力大大减少。

广西医科大一附院将信息化技

术融合到医疗中，数据监控集采药品

价格、采购量，主张福利到病友，药

品触手可及，致力于降低药品费用，

减轻患者负担。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建设了一体化中心，患者能够在一体

化中心完成全套治疗措施。得益于

集采政策，患者还能享受到以优惠的

价格买到治疗的药物。

为更好地了解集采政策给医疗

机构带来的影响，记者走访了广西迈

胜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

何山引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若将医

疗行业比作金字塔，政府可以看作是

最顶端，各大医疗企业是中层，而医

院和患者则是下层。集采政策则是

由顶端的政府出手干预，跳过经手中

层医疗企业转卖的过程，直接将药品

卖给医院和药店，降低了医疗企业作

为中间商赚取的额外利润。

何山表示：“集采是一场激浊扬

清的洪流，能够洗刷掉部分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的医疗企业。医保局在

采取集采措施惠及民生的同时，给各

大医疗企业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健委纪检监察

组二级巡视员全能介绍，药品的传统

采买流程，是先由医疗企业进行研发

售卖，接着经过一层层的医疗机构接

手售卖，再以最终的药品成本价被医

院收购。在采买的过程中，由于医疗

企业额外赚取其中的利润，导致药品

价格翻番。面对传统销售药品利润下

降的局面，各大医疗企业探索出一条

全新的道路，在医疗领域创新创业，在

改革的洪流中找到一隅容身之地得以

站稳脚跟。医保局公平对待各类经营

主体，不以企业所有制、注册地、规模

大小、内外资等不合理条件设定歧视

性规则，严防“地方保护”。

全能说：“实施集采政策，重塑了

医疗行业的生态环境，转变了行业思

想和预期，破除了灰色利益链，促进

形成风清气正的营销环境。同时，合

理利用医疗资源，减少医疗机构从中

涨价获利，将国家投入的资金与群众

就医的支出更多投入在研发新药中，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更好实现

集采政策的初衷，提高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

本报讯 潘志洋 记者丁南报道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安市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目标，积极响应新时代民营

经济强省战略，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厚植营

商环境沃土。

创新服务机制，厚植民营经济发

展沃土。制定印发《福安市贯彻落实

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通过创优“称

心”产业环境、“暖心”政务环境、“安

心”法治环境、“舒心”生活环境的“四

心服务”，打响“宁德服务”升级版福

安模式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深化改

革，推动政务服务由“一网通办”向

“一网好办”提升，目前福安市政务服

务中心已入驻部门44个，各类审批事

项1674项，今年以来，共新增、修改、

取消各类办事指南13078次。

破除要素制约，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活力。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持续

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

政策制度，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

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政策，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推行包容

审慎监管执法“四项清单”制度，为各类

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信用体系，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推进政务诚信建设，进一步

规范政府合同订立，加强政府在采购、

招标投标、招商引资、债务融资、PPP

项目、统计等领域的失信行为治理；严

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理和信用监

督机制；常态化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

案件“清零”行动，从源头上形成党政

机关带头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和协助执

行义务的良好氛围。打造商务诚信文

化环境，建立健全“互联网+监管”“双

公示”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信

用信息归集，营造公平、公正、稳定可

预期的市场经营环境。

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加

大金融对高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的支

持力度，支持有市场、有前景、有技术竞

争力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鼓励银

行业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撬动社

会资本“投早、投小、投新”。推行惠民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梳理出32

项可提供“免申即享”服务的政策，制定

印发《关于公布惠企政策“免申即享”项

目清单的通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全

面推行“免申即享”成果，推动惠企政策

简便、快捷落实，让政策落实实现真正

的零门槛、零距离。

广西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为群众就医减负
已落地执行集采药品603种、集采耗材54类，药品耗材价格平均降幅达50%，累计减轻群众医药负担超200亿元

福安响应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多举措开创发展新局
本报讯 何晓珺 记者张海帝报道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首店经

济活力涌动，不仅增添了城市生活的

新鲜与惊喜，也为文商旅融合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能。该区目前共有国

际一线品牌和各级首店近200个，国

内外一线品牌集聚度居全省各县区

之首。

作为安徽省首家全感沉浸元宇宙

乐园，位于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的奇境

穿越X-META元宇宙乐园安徽首店

推出《大唐奇遇记》《风起洛阳》《火星营

救》《昆仑迷宫》《末日历险》等系列全感

VR产品，还打造了国潮礼品店和儿童

乐园。“我们以庐阳店作为进入安徽市

场的原点，未来项目将在全省落地布

局，构建‘徽次元’主题文旅元宇宙系列

产品，为全年龄段的消费人群带来新奇

体验。”该乐园负责人表示。

如今，庐阳区文娱类首店也纷纷

上线，如百盛的Partyking、漫库，元

书局的“幻境星城”数字主题乐园等，

为市民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文娱消费

选择。

“餐饮业一直是首店招引的主力

军。”庐阳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该区餐饮业营业额同比

增长18.2%，高于全市增速11.6个百

分点，这与入驻的餐饮首店密不可

分，上半年新增首店中，餐饮类首店

占比27.6%。

庐阳区将新能源车首店引入作

为一大突破点，已先后引进吉利银

河、极氪等新能源汽车全省首店，有

效提升了消费者购车体验和全区汽

车品牌丰富度。

新肇沈铁内陆港：
前7个月累计发运粮食突破100万吨
本报讯 程加昌 记者袁小峰报道

新肇沈铁内陆港从初期的战略装车

点，到现在正在打造成为东北地区最

大的粮食物流集散地，科学运营，发展

迅速，真正实现了“无水到港、铁海联

运”的发展目标，同时也有效降低了粮

食外运成本，提升了外运速度。今年

前7个月，累计发运粮食突破100万

吨，创沈阳铁路局铁运粮食之最。

新肇沈铁内陆港位于黑龙江省肇

源县新站镇，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完成，占地20万平方米，建

有3万平方米铁路罩棚、10万吨仓容、2

万平方米站台、15万平方米集装箱货

场、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粮食烘干设

施等，新铺铁路专用线1100延长米。

据了解，新肇沈铁内陆港自

2011年10月投入运营以来，日发运

粮食能力达万吨以上。

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

外运能力，加快铁海联运的步伐，2014

年10月以来，新肇沈铁内陆港开展了

集装箱散装粮食铁海联运业务。

自2011年沈阳铁路局在肇源县

新站镇建成第一个粮食物流基地后，

就改变了以往粮农卖粮愁、经营愁、收

上来粮食发不出去愁的“三愁”局面。

该港口不仅具备金融结算、出口通关、

检验检疫、集装箱装运等现代服务功

能，还能保障粮食及时安全出运。

新肇火车站站长周长太说：“新

肇铁路运输营业部现在已经成为东

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粮食

集散地，在全国铁路系统内已经成为

粮食发运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能力

最强的铁路物流基地。”

合肥庐阳：首店经济蓬勃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