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天经济腾空而起
加快构建现代适航产业体系

川航物流中心库区，是双流
机场三大货站之一。

6月21日，记者在这里看到，
2万平方米的库区内，货物被整齐
打包，等待前往目的地。“疫情发
生后，国际物流量明显上涨。”川
航物流党委副书记傅军介绍，这
些货物包括防疫物资、电子产品
等，大部分是国际线路。

川维维修基地，机库内外，
停满了空客A320系列飞机，维修
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有的飞机
正在维修，有的维修工作已完成
处于待交付状态。

“这些飞机都是来做C检的，
同时结合C检完成客户要求的改
装工作。改装就是根据厂家的技
术文件对飞机结构、设施设备等
进行改进。”基地总工程师张翅指
着眼前的两架飞机说，“大家看到
这两架飞机翼尖的不同，就是我
们之前完成的鲨鳍小翼改装。我
们创造了28天完成改装的纪录，
全球最快。”张翅说，改装鲨鳍小
翼后，飞机在省油以及起飞爬升
性能等方面会有明显提升。

在58平方公里的双流航空
经济区，一大批适航产业应势而
生。川航物流中心库区、川维维
修基地……都是双流适航产业
发展的缩影。

这座因机场而迅速繁荣和崛
起的城市，其发展目标愈渐明确。

2020年，中共成都市双流区
委十三届十四次全会召开，审议
通过了《关于抢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高质量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航空
经济之都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高质量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中国航空经济之都。2021年，
双流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
年重点抓好8个方面工作，其中7
个明确提到“中国航空经济之
都”。

如今，“中国航空经济之都”
这8个字已经流淌在双流经济发
展血液中。实际上，提出“中国航
空经济之都”的目标，拥有全国第
四大枢纽机场的双流很有底气。

2020年5月，双流国际机场
客运航班起降架次跃升至全球
第一，成为全球最为繁忙的机

场；航线规模位列中国内地第
四、中西部第一……2018年双流
航空经济区成立以来，双流累计
实 现 航 空 经 济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6386亿元、税收153.7亿元、外贸
1780亿元。航空经济成为双流
最鲜明的产业特征和最核心的
竞争优势。

随之布局的适航产业，正在
为双流构建一个强大完备的航
空产业体系。聚焦航空经济，主
攻航空运营服务、航空制造维
修、航空物流、跨境贸易、航空金
融、高端商业商务等细分领域，
双流打造亚太都市机场新门户、
泛欧泛亚供应链新枢纽和空港
公园城市新典范、绿色航空制造
维修新基地，2020年实现航空运
营服务营业收入950亿元、航空
制造维修产值90亿元，规上工业
产值超1000亿元。

乘势而为，扶摇直上。蓝天
经济正在为双流插上一双腾飞
的翅膀。

双流定下目标：到2025年，
基本建成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地
区生产总值超过1400亿元；到
2030年，全面建成中国航空经济
之都，地区生产总值确保翻一
番，达到2000亿元。

站稳“芯时代”风口
剑指“中国电子信息新一极”

电子信息产业，是四川的万
亿产业之一，也是双流主导产业
之一。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期间，来到了成都市双

流区的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这
家公司平均年龄仅26.8岁的年轻
团队，创下了“从项目开工到下线
点亮仅用时16个月”的纪录，创造
了全球同类型液晶面板项目建设
最快的“四川速度”。

双流不仅有中电熊猫这样
的“翘楚”，也有中电子、中电科、
中物院等资深行业大佬，支撑电
子信息行业发展。“十三五”期
间，双流一跃成为全省电子信息
产业第二大承载地。2020年，双
流区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企
业总产值704亿元，同比增长
15.45%；规上工业企业有仁宝、
纬创、新易盛、千嘉科技等50家。

双流是如何做到的？6月21
日，记者来到成都芯谷研创城（简
称成都芯谷），试图寻找答案。

成都芯谷诞生于2016年，承
载着国家级“芯火”双创基地使
命，剑指“中国电子信息新一极”
目标。成都芯谷规划面积48平
方公里，聚焦电子信息，主攻集
成电路、网络信息、新型显示、智
能终端等细分领域。作为功能
区的核心起步区，成都芯谷研创
城重点布局集成电路研发设计
及应用创新，建设1平方公里高
品质科创空间。

“到2025年，我们入驻企业
的目标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左
右，就业人数和企业产值大幅提
高。”成都芯谷研创城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这里已经建成了32万
平方米空间载体，另有25万平方
米的空间载体即将开工。

要达成千亿目标，成都芯谷
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的作用，让

“龙头企业”成为产业生态组织
者，成为城市发展的“产业合伙
人”，推动优质企业高度聚集。

对于成都芯谷来说，中国电
子可谓是最佳合伙人。2016年9
月，成都市政府与中国电子签署
合作协议，建设成都芯谷项目。
中国电子带动旗下和关联企业
20多家入驻园区集聚发展，加快
形成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引进
华微电子，补齐集成电路产业可
编程逻辑芯片短板；引进的华大
九天，行业排名全国第一，提供
EDA开发工具全流程解决方案；
引进的澜起科技，研制全球领先
的模拟与混合信号芯片，被评为

2019年中国IC独角兽企业；引进
国家级重大外资项目瓴盛科技，
发布了首款AIoT智能物联网芯
片；云天励飞建成西南首个“区
域级”人像轨迹系统。

追赶“朝阳”之势
打造世界级生命科技创新家园

生物医药产业被称为“永远
的朝阳产业”，是高科技行业“皇
冠上的明珠”。

2016年，成都天府国际生物
城诞生。陈激扬是生物城的第
一批“拓荒牛”之一。当时，成都
高新区和双流区各抽调20人组
建建设班子，时任双流规划局副
局长的陈激扬是其中之一。

5年的时间，生物城发展速
度惊人。6月21日，作为天府国
际生物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激扬
分享了这5年的变化。

“最初，这里啥都没有，我们
招商特别难，只能跟企业讲故
事、讲未来。而且别人还不相信
你，说你吹牛。”陈激扬至今对那
个夏天记忆犹新。不管是领导干
部还是一线员工，大家汗流浃背，
顶着烈日施工和招商，但每个人
都坚信蓝图一定能变为现实。

短短5年，从图纸招商，到企
业主动选择……第一代“拓荒牛
们”许下的口头承诺，都一一兑
现了。

“现在我们越来越感受到，
优质企业更看重当地的产业生
态环境，成长环境。而不仅仅是
政府一次性补贴多少钱。”陈激
扬说，他刚接待了几家企业，“啥
条件都没谈，对方一看他的产业
链合作伙伴都在生物城，就表态
一定要来落户。”

“我们已经签约落户了约
150个项目，落地资金1100亿
元。”陈激扬说，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规划建设面积44平方公里，
聚焦生物技术药、创新型化学制
剂、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服务
和大健康服务五大细分领域，打
造世界级生命科技创新家园、国
际化健康生活魅力新城。根据
现在的发展速度，预计下一个5
年，生物城的营收将达到1500亿
元，真正实现国内具有引领作
用，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实习生陶莯蝉

成都芯谷。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公共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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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双流区的新晋网红打卡
地“空港云”，一幅32米长的双流“清明
上河图”出现在眼前，从蚕丛建都、广都
建县开始，双流4000多年的厚重历史，
一览无余。

从郊县到中心城区，从区域经济到
都市经济……双流经历了一场华丽蜕
变。2020年，双流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
突破千亿大关，可支配财力稳定在200

亿元以上，全国百强新城区竞争力排名
第16位，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

这座因机场而快速繁荣兴旺的城
市，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步伐转
型崛起。

2017年7月以来，双流区聚力打造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
源，支撑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航
空经济之都。以构建适航产业体系为

统揽，聚焦航空经济、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三大主导产业细分领域和未来赛
道，布局双流航空经济区、成都芯谷、成
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三大产业功能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高
质量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航空经
济之都的关键之年。近日，记者走进双流
三大功能区，探访这里的最新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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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导产业引航

成都双流空港花田成都双流空港花田。。

“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展翼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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