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成都兴隆湖畔，红绸掀开，
西部（成都）科学城和天府实验室揭牌。

犹记得，3年前，也是兴隆湖畔，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

国家有期待，四川有作为。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

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科学城以科学为名、因创新而兴。
西部（成都）科学城和天府实验室的揭
牌，正是四川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具体举措。党的十八大以
来，四川锁定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先行省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目标，以改革为动力，以人才为支撑，以
政策为保障，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

创新，正成为引领四川高质量发展
的澎湃动力。

创新添动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
推进，创新正成为重塑全球和区域竞争
格局的关键变量。一条理念在四川始
终清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

5 月，位于稻城县的高海拔宇宙线
观测站公布最新研究成果，在人类基础
科学的历史簿上记下浓重一笔——在
这里，人类首次捕获到此前从未见过的
1.4PeV能量的伽马光子踪迹，这是人类
迄今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

远到发现银河系天鹅座深处的超
高能宇宙加速器，深至垂直岩石覆盖达

2400 米下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快
似每秒 10 亿亿次的成都超算中心，炫
如新一代“人造太阳”首次放出的蓝色
电光……近年来，四川科技创新持续发
力，在层出不穷的“国之重器”上烙上鲜
明的“四川印记”。

如果把这些不断前探的坐标连点
成面，就会发现四川科技创新不是一枝
独秀，而是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
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一大批原创成果喷薄而出。数字
显示，至2020年末，四川已研发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F级50兆瓦重型燃气
轮机整机、大飞机关键部件、静脉麻醉
新药环泊酚（1类新药）等创新产品200
余个。

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重型燃
机、核电装备、高端无人机等领域跻身
世界前列，涌现了歼20、华龙一号、超超
临界发电机组、北斗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等重大成果。

科技服务民生成效显著。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科研综合实力连续7年排名全
国第一。在资源综合利用、公共安全、文
化旅游、环境治理、生态保护、防灾减灾
等领域，科技成果持续走进现实。

改革蓄势能

为“唤醒”职务科技成果，四川在全
国首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
改革，以先确权、后转化模式，打破科
研人员“不愿转”的尴尬。目前，已有
45 家高校院所开展此项改革试点，试
点单位确权分割专利551件，作价入股
创办企业 60 余家，带动企业投资近 30
亿元。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不仅要比

拼谁的创新人才多、谁的创新平台好，
还要比拼谁的创新生态更优、谁的机

制更完善。瞄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难点、痛点、堵点，四川的做法是：改
革。

立导向——针对科研评价难，率先
探索科研评价“换把尺”。七部门联合
出台试行措施，今后，不再是同一把尺
子量到底，而是针对不同的分类，用不
同评价标准来衡量标志性科研成果的
质量、贡献和影响。

松捆绑——在自由探索类项目中
启动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扩大
科研单位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自主权，让

“打酱油的钱也能买醋”。
扬诚信——四川17个单位共建科

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攥指成拳对
科研不端零容忍。

重激励——科技奖励制度全面改
革，推荐制变提名制，打破部门垄断，淡
化科技奖励的行政色彩，明确奖金免征
个人所得税，新增“杰出青年科学技术
创新奖”。

科技创新“列车”跑得快，离不开金
融支持。一系列精准支持的金融科技
政策频频落地。去年10月，“天府科创
贷”启动，首期试点提供不低于12亿元
的贷款规模。

3月29日，四川院士科技创新投资
引导基金在成都揭牌成立。该基金首
期规模 10 亿元，精准服务两院院士等
高层次人才，旨在更好地促进高水平科
技创新成果在川转化落地。业内人士
表示，这是四川利用资本手段支持科技
创新的一次重要探索。

发展添活力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作为做输液
瓶起家的药企，2015-2019年，科伦药业
研发投入走出一条上升线——4.98亿元、
6.13亿元、8.46亿元、11.14亿元、13.51
亿元；2020年再创新高，达15.16亿元，其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9%。
创新投入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最

新披露的一季报显示，科伦药业前3月
实现营业收入 41.51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17.35%。未来3年，科伦药业有望
上市7种新药，进入国内药企创新研发
第一梯队。

无独有偶。今年3月，极米科技在
上交所举行敲钟仪式，正式登陆科创
板。公司发行价为 133.73 元/股，到上
周收盘，极米科技的股价已突破 700
元，涨幅超过300%。

从科伦药业到极米科技，是创新驱
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数字显示，至2020年，四川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家，是2015年
的3倍；科技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从2012年的48.9%提高到60%。

因为数字化车间的投用，东方电气
集团能源利用率提高56%；一个钢铁大
脑，让攀钢集团试点生产线降损增效高
达 1700 万元……源源不断的创新应
用，让传统产业焕发活力。

5 月底，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
心在成都揭牌，给世纪工程装上创新

“大脑”。可以预见，未来，这里将成为
全球铁路创新研发的新高地。

不止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
抢占先机，四川正以西部（成都）科学
城、中国（绵阳）科技城为主平台，强化

“未来赛道”选择。
一手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一

手抓产业技术创新和全社会创新创造，
高质量发展优势在创新中不断锻造。

还是兴隆湖畔。
5 月 25 日，天府中央法务区成都

互联网法庭首案开审。物联网全屋自
动控制等智能化庭审，既是创新成果
的崭新呈现，更是创新生态的全新构
建。

创新发展，潮涌四川。

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徐莉莎李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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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结束，你的假期是怎样度
过的？

6月14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假日期间，全省纳入统计的
734家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893.31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9328.44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重点景区接
待游客和门票收入同口径分别较2020
年增长141.55%和154.65%；与2019年
同期相比，接待游客恢复到91.03%，门
票收入增长6.67%。全省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共接待群众89.90万人次。

民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这个假期，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

纷呈。
其间，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四川省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广元市举行，全省同步举办230余
场丰富多彩、主题鲜明、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与此同时，成都组织开展了民俗展
演、音乐演出、艺术表演、展览讲座、假
日乐游等 5 个主题、80 余场文旅活动。
乐山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题
充分展示峨眉武术、沐川草龙、小凉山

彝族刺绣、毕摩草编等国家和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眉山在洪雅柳江古镇举

办2021“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进景

区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广元在剑门关景区举行“端午游

剑门，蜀风正当潮”活动，弘扬传统文
化，祈福国泰民安。内江推出旱地龙舟
赛、欢乐钓粽子等活动，丰富了广大游

客的假日需求。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围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主题，各地

纷纷推出红色旅游线路，开展形式丰
富、类型多样的文化活动。据统计，全
省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40.65 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72.01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103.97%和254.94%。

攀枝花在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推
出“寻根三线精神，追寻红色记忆”党史
教育活动。绵阳全市红色旅游景区（景
点）围绕“讲党史、颂党恩、跟党走”主
题，开展穿红军服、吃红军餐、走红军路
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自贡盐业历
史博物馆举办“伟大征程——红军长征
在四川革命历史文物展”，中华彩灯大
世界打造《百年辉煌》灯组。南充朱德
纪念馆、罗瑞卿纪念馆、张澜故居、阆中
市红军烈士纪念园、仪陇德园景区等红
色教育基地游客如织。

“三九大”发挥引领作用
端午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接待游客

3.37万人次，门票收入170.8万元，分别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93%和 224.46%；
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2.39万人次，门票
收入310.21万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接待游客 5.5 万人次，门票收入
202.94万元。

据省文旅厅提供的数据，在“三九
大”文旅品牌引领下，全省 15 个 5A 级
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63.66 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 2776.77 万元，分别占全
省A级旅游景区的7.13%和29.77%。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端午小长假 四川A级景区接待游客893万人次
全省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97%

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动力澎湃

端午期间，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2.39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