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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以产业链为主线，提升产业能级，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速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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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新基地一个多月，订单已排到
9月份。”7月25日下午，成都卡诺普机器
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海指
着一排机器人向记者介绍。这些正在进
行测试的工业机器人形态各异、功能不
同，或晃动着躯体，或挥舞着手臂。

同在成都，双流区的空中客车飞机
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有望近期开工。
围绕“退役飞机”开展业务，项目投产后
预计实现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围绕航
空产业主链，成都已构建起从造飞机、
修飞机、改飞机到拆飞机的全景图，产
业生态圈正加速完善。

以产业链为主线，畅通上下游、整合
左右岸，成都正加速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
动，提升产业能级，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搬新家
新基地比原有基地大了4倍多

“搬家前7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已
无法支撑公司发展了。”邓世海说，位于
成华区的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
的新基地，比原有基地大了4倍多，可以
有更多的生产线满足公司的订单生产。

上个月，卡诺普公司搬进龙潭工业
机器人产业功能区内3.5万平方米的全
新国产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基地。不
仅产能较以前大幅提升，公司还将进一
步升级产品。邓世海介绍，卡诺普公司
将实现批量化“机器人造机器人”的国
际前沿智能制造模式。

在研发区，100多名研发员正全神
贯注地敲打着电脑键盘。记者注意到，
研发区还有很多空着的工位。邓世海
说：“这些工位是为新员工准备的。下半
年，我们准备再招聘30多名研发人员。”

在生产区，几名工人正在组装工业
机器人的“眼睛”“大脑”等核心零部
件。来到3楼，工人们正在忙着组装机
器人的“本体”。再往下走一层，便是将
核心零部件与“本体”组装的区域和测
试区。在产品测试区一侧，几十台完成
测试流程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被工人们
打包。邓世海说：“每天下午4时左右，

经过打包的机器人会运出厂区，交付到
客户手中。”

此次搬新家，卡诺普公司还有新收
获——得到产业链上下游的更多支
持。比如，功能区里有一家做检测的机
构，正在争取检测工业机器人的资格。

“以后做检测更方便了。”邓世海说。
企业在行动，政府在发力。
成华区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

区还发布了《成都市机器人产业链协作
配套清单》。“成都有丰富的工业机器人
应用场景，我们要把上中下游产业充分
联动起来，才能真正做好建圈、强链、延
链、补链。”成都市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
功能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业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森林”

在成都新都区，电子信息产业已成
为产业新赛道。

“在这里，充分感受到智慧工厂对人
的高要求。”7月25日，西南石油大学土木
工程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陈敏说。一天
前，她和27名一起参加入职培训的员
工，动手组装了1500台WiFi6路由器。
而他们身旁的生产线上，同款路由器每
小时下线超过1600台。

2020年12月，总部在深圳的微网
集团落户新都区。半年后工厂投产，产
值达 14亿元。日产WiFi6 路由器从
3000多台增长到如今的6万多台，创造
了人均、小时、单位面积三项产值的行业
峰值。目前，微网优联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二期厂房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年底竣工投产后，产值可达50亿元。

微网优联堪称新都的一张名片，也
是近年来新都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的一个新“链主”。“还要不断引进新的

‘链主’，通过‘链主’让产业发展逐步集
聚成势。”新都区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链主企业就是一粒‘种子’，
我们要通过这粒‘种子’培育出电子信
息产业的一片‘森林’。”目前，新都区已
建立“链长（区领导）+链主（龙头企
业）+链服（工作专班）”工作机制、“一条
重点产业链一套扶持政策”。

发布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建圈强链十
条（征求意见稿），给企业配置资源，为产
业赋能；加快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全力
保障拓米3D盖板生产线下半年投产
……新都区建圈强链工作迈出“加速度”。

“必须提速。”上述负责人说，按照
产业规划，下半年新都还要重点推进智
慧园区、智慧街区建设，“只有加大力
度、加快速度，我们才能保证全年目标

任务顺利完成。”

新行动
建圈强链串联产业资源

发生在卡诺普公司和微网优联厂
房里的火热故事，是成都实施产业建圈
强链行动的缩影。

产业发展时不我待。7月23日，成
都市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建圈强链企业
座谈会召开，14家重点企业、高校院所、
行业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针对企业提
出的问题和建议，成都相关市级部门和
区（市、县）负责人当场予以回答。同
时，会后将由成都市经信局牵头，逐一
梳理企业提出的问题、建议及诉求，抓
好落实。

记者了解到，利用周六时间推动相
关问题解决，成都已举办多场建圈强链
企业座谈会。

2021年末，成都市召开产业建圈强
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

“建圈强链”行动，以产业链为主线，畅
通上下游、整合左右岸，稳定供应链、配
置要素链、培育创新链、提升价值链。
2022年4月，“建圈强链”被写入成都市
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

今年4月，《成都市实施产业建圈强
链行动2022年工作要点》印发，明确要发
挥市区两级作用，聚焦重点产业链，推动
产业建圈强链落地落实，夯实产业支撑。

不久前，成都市举行产业建圈强链
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第二
季），25个重大项目集中落户成都，协议
总金额838亿元。当天，成都还与TCL、
戴尔等多个制造业“链主”企业签署合作
协议。成都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半年成都全市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48.6%，较一季度提高6.0个百分点。

截至目前，成都已确定20条产业
链，其中有14条制造业产业链，包括新
型显示、集成电路、轨道交通等，进一步
凸显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和支撑作用。

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雷倢张红霞 王国平

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工业机器人。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倢 摄

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特色街区塑造、生态环境治理
……7月28日至30日，2022川渝住房城
乡建设博览会（下简称2022川渝住博
会）将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7月25日上午，在2022住博会暨城
市更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
光宇，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巡
视员孔燕对本次住博会的亮点、内容作
了详细介绍。

专项论坛加多项活动
展现川渝住建发展新面貌
2020年，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
订了《川渝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备忘
录》，双方约定在四川、重庆两地轮流举
办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2022年7月
28日至30日举办的第二届川渝住博会，

按约定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陈光宇介绍，本届住博会以“川渝

合作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为主题，
按照“1+2+7+6”的总体思路推进，即1
场展览展示、2场主体活动、7场专项论
坛和6项配套活动。

本届住博会展览面积约4.5万平方
米，共3个馆，设置6个展区，分别是：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展区、高质量发展与城
市提升展区、城市更新实践成果展区、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展区、大数据智
能化与科技创新展区、乡村振兴与美丽
村居展区。

7场专项论坛包括川渝绿色建筑大
会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发展
论坛、川渝海绵城市与城市水系统发展
高峰论坛等。

陈光宇表示，本届住博会不乏多方
面的特色和亮点，如深度聚焦住建行业

发展方向和前沿技术、更加突出川渝住
建领域优秀合作成果、充分彰显共享开
放的办展办会理念。“这次吸引了英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川渝多
个地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参会。届
时，将通过在线直播的形式进行‘线上+
线下’推广，充分彰显川渝住博会的开
放办展理念和品牌影响力。”

四川展团规模大
16市州23家大型企业参展
“7月28日，四川代表团将携众多

市州和企业来参展。”孔燕表示，此次四
川展团的一个看点便是规模大。

记者获悉，2022川渝住博会四川展
团参展面积有5500平方米，共计16个
市州、23家大型企业参展，除川渝两地
城乡建设成果，还会展出新型建筑工业
化与智能建造、绿色建筑、海绵城市、装
配式建筑等一大批住建领域的成熟案

例，另外多项新颖的高科技产品也将在
展会上亮相。

内容丰富，是四川展团的第二个看
点。“省级展馆将紧紧围绕博览会主题，
在城市更新的大框架下，突出展示四川
住建领域在老旧小区改造、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特色街区塑造、生态环境治理
等方面的重大成效。各市州主题展馆

‘一馆一特色’，看点鲜明，比如成都的
公园城市、遂宁的海绵城市等。此外，
在城市展馆中大家还将看到绿色建筑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古镇古村落保护与
发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等住建领域不同
的成果和项目。”孔燕表示。

此外，四川将在此次川渝住博会上带
来更多项目机会清单，涉及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更新、产业园区建设等，力争为川
渝相关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更加稳固的
合作洽谈平台，实现川渝两地的合作共
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3馆6展区4.5万平方米

2022川渝住博会28日重庆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