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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牛：打造都市工业示范区新品牌
谱写天府成都北城新中心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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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成都市金牛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694.16亿元。2021年，这一数值是1472.9亿元。

十年砥砺前行，十年开拓创新，在党
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成都金牛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奋进答卷。

迈向新征程，伴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开启，成都正向世界级城市冲
刺，进入兴产强业的黄金发展期。

作为成都都市工业主战场的金牛区，
正在坚定不移推进区委“1520”总体战略，
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天府成都北
城新中心，全面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
打造都市工业示范区新品牌。

GDP连续32年位居五城区第一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2021 年，金牛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472.9 亿元，连续 32 年位居五城区第
一。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8个GDP过
千亿元的区（市）中排名第7位，中国百强
区排名第45位。

金牛区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现代产业
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过去5年，金牛区都市工业先后引进
航天科工二院成都分院、川藏铁路轨道交
通科技创新中心等产业化重大项目133
个，轨道交通总产值突破千亿大关，金牛高
新园区以第一排名获评省级优秀高新区。

商贸商务转型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规划建设了“成都蓉北”都市级商圈和

“金牛坝—茶店子”“凤凰山—商贸城”高
能级商圈；引进韩国城等城市首店131
家，打造抚琴面街、荷花池“池上锦”等一
批特色消费场景；荷花池国际商贸城功
能区获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电子
商务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大关。

科创文创同样蓄势发展，不仅建设了
星轨智谷、3T空间、茶花新界三大高品质
科创空间，还落地全市首个天府股交中心
科创专板试验基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突
破1600亿元、居全省第一。文创产业增
加值在五城区率先迈入百亿方阵。

重构都市工业产业图谱
大力开展细分领域强链补链延链

城市，因产业而兴，因工业而强。金
牛“1+3+6”现代产业体系的一大主导产
业正是都市工业。

2021年，金牛区工业增加值 100.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13.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
大先进制造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9.8%，
其中装备制造业、绿色食品制造业、医药健
康制造业分别增长 26.2%、20.1%、7.5%。

眼下，围绕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医药

健康等特色优势产业，金牛区重新构建产
业图谱，并在细分领域上进行建圈强链。

在轨道交通通信信号领域，重点围绕
提升产业聚焦发展效应和产业延链，聚焦
车车通信、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积极引进
北京通号国铁、广州白云电气等知名企业，
进一步壮大金牛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市场主
体规模，增强产业发展聚集度。同时，围绕
通信信号关联产业，积极引进机柜集成、电
源屏、LTE网络基带等产业配套企业，延
长通信信号产业链，提升产业话语权。

在卫星互联网（北斗+）领域，重点围
绕低轨卫星载荷、地面接收站和终端设备
研发制造，卫星数据应用服务等环节。地
轨卫星通信导航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发
挥中电科10所、中电科29所等国家低轨
卫星导航系统主要建设单位的链主牵引，
以链引链，吸引天线系统、控制系统、传感

设备等卫星载荷、地面站和终端设备研发
制造关联企业，促进供应链本地化。

在无人机智能制造领域，依托腾盾科
技和中航智等具备无人机产业链主企业特
征的总体研发生产企业，通过产业基金投
资控股、参股和释放政策红利等手段，积极
引进无人机关键控制技术研发、零配件生
产、系统集成服务等供应链关联企业，真正
形成金牛品牌的无人机产业链。

抢抓未来优势赛道
建设都市产业示范城区

今年7月28日，金牛区举行成都三环
研究院及通信和新材料研发智造项目启动
仪式，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冲刺下半年。

从3月签约注册，到7月启动，仅仅过
去4个月。作为高端电子元器件领域的链
主企业，成都三环研究院及通信和新材料
研发智造项目，将成为金牛区卫星互联网
产业又一大“链主”，为金牛打造“千亿级现
代都市工业新区”注入强劲动能。今年，金
牛区将力争现代工业营收突破900亿元。

事实上，抢抓未来优势赛道，建设都
市产业示范城区，金牛区委“1520”总体
发展思路早已擘画了航向标。

当下的金牛，天奥电子、腾盾科技、中
航智、潮州三环、上海拓及……“航天系、轨
道系、智能系”，“天地人”产业标识愈发鲜
明，“现代都市工业典范区”加快起势见效。

未来五年，金牛区将坚持创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全球产业链关
键、价值链核心、创新链前沿精准发力，优
化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

“1+3+6”现代产业体系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建设高端高质创新驱动、集群集约优
势突出的都市产业示范城区。 （谢颜）

“我想当兵！”“我想开飞机！”“我想学
医！”……今年7月，14名彝族小学生在四川
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学楼争先恐后说出
心中理想，对未来充满期待。在这之前，他
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走出大山参加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组织的“小学生暑期托管营”。

9 月 27 日，在谈及这一幕时，李正赤
的眼神变得柔和，满是慈爱地说：“这些小
朋友的理想我觉得都非常好，有一个女孩
说想学医，学成后回报自己的家乡。对
此，我想说，我们华西医学院非常欢迎她
来念书，希望她能好好学习。”

为学生
将人文教育贯穿始终，培养有

温度的医生

老师，这是李正赤终生铭记的身份。
1992年他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
原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历经团委、学工部、
党办……无论岗位怎么变化，他始终心系
华西医学教育，坚守医学人文关怀的初心
和使命。

李正赤介绍，华西医学生的培养主要
有三方面：第一，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态度
要好；第二，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了解基层、
全国甚至全球的医疗卫生状况，多到基层、

社区做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服务；第三，要拥
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围绕这样的目标，华西临床医学院“临
医之风”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应运而生。以
学生党团组织为核心开展思想教育、以学
生社团组织为核心倡导个性发展、以学生

群团组织为核心实施规范培养……
在持续多年的努力之下，四川大学华

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成为全国临床
医学院中唯一获批教育部“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院（系）的单位。

为百姓
组织创建一支国际应急医疗

队，多次冲在救援第一线

2018年5月，瑞士日内瓦，李正赤从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手中接过中
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旗时，难掩内
心激动。他代表全体队员作出承诺：时刻
准备着，为灾区群众提供安全、及时、有
效、平等的紧急医学救援服务。

这是全球首支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
际应急医疗队。“最初是按第二类进行申
报的，但是当时国内已有两支第二类应急
救援队伍，唯独缺少第三类。”“第三类国
际应急医疗队，当时全球有且仅有一支，
而且是由军方建立的。我们要做就要做
最高标准的，不管难度有多高。”李正赤回
忆说，华西文化基因中的精业创新和家国
情怀，让华西瞄准了第三类即最高级别的
应急救援队伍。

这次队伍组建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正是得益于这支应急队伍组建的
成功经验，华西医院应急医疗队（EMT）
队员多次冲在抗击疫情、抗震救援的第一
线。截至2022年9月，华西临床医学院

（华西医院）先后有85批1057人次支援
国内外新冠疫情防控，荣获“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时代楷模”等荣誉
称号。

为医院
明确行为标准，加快推进医院

高质量发展

“有想法，有思路，更有实际行动，舍得
干！”这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
医院）原党委书记郑尚维对李正赤的评价。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
的院训是“厚德精业，求实创新”。今年是
华西医院建院130周年，李正赤在全院发
起了一场围绕“什么是厚德精业”“什么是
求实创新”的院训文化行为准则的大讨论。

李正赤一直坚持要把抽象的管理理
念具化细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行为标
准。“要实现华西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
就要坚持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把常规的活
动办好。”

李正赤对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华西医院）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把医
学教育做好；要以病人为中心，把医疗服
务搞好；要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中心，
把医学科学研究做好；要以员工为中心，
把医院建设好、管理好，作出我们川大华
西更大的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人物名片 李正赤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
西医院）党委书记，党龄31年。工
作30年，他坚持“医学人文素养”的
教育理念，致力于为我国培养有温
度的医生；他注重传承华西百年文
化，大力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作
为总联络官，他与队员们一起成功
创建了全球首支最高级别的非军
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多次在医学救
援中广受赞誉。

二十大代表风采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党委书记李正赤：

培育医学人文素养 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