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一座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名
城，在2017年迎来了格局之变。2017年4
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首次提出跨
越龙泉山“东进”，推动城市空间格局从

“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翼”转变。
2019年3月，成都市东部新城发展委

员会办公室（简称市东部新城办）成立，
成为推动成渝相向发展的“先手棋”。

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
极的重大决策部署。短短4个多月后，
2020年5月6日，成都东部新区正式挂牌成
立。当成都“东起之翼”遇上“双圈之势”，
成都东部新区如何跑出“加速度”，又怎样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向而行？

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东翼这座蓄势
腾飞的“未来之城”。

应运而生
相向发展“先手棋”+成渝重要支点

从成都东部新区天府国际机场乘飞
机俯瞰，如今的东部新区，一座座拔地而
起的新建筑分布得井然有序，全域布局
的267个城市公园绿意盎然，城市面貌实
现了由拓荒起步向新城崛起转变，“未来
城市”雏形初现。

而在此之前，这里还是一片鲜有人
问津的价值洼地，这源于成都多年以来
的发展格局。

千年来，成都始终在龙泉山脉与龙
门山脉间的平原上延续拓展，“两山环
抱”的地理格局是往日成都摇篮，也是未
来发展的掣肘。跨越龙泉山脉，成为成
都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变“两山夹一城”
为“一山连两翼”之格局，便需在龙泉山
以东再造一座新城，隔山和成都主城区
遥相呼应。

除了成都自身发展的需求，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家重大战
略，使得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相向发展
成为大势所趋。成都东部新区的应运而
生，以其“成渝联动重要支点”的位置，将
以点连轴推动成渝相向发展，支撑国家
战略意图实现，也成为下好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这盘棋，推动成渝相向发
展的“先手棋”。

新机遇让成都东部新区跑出了“新
速度”，开创了“新面貌”。2022年5月31
日，成都东部新区首个五年规划《成都东
部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正式出炉，描
绘出把东部新区建设为“成都东翼现代
化新城”“成都与重庆联动的重要支点”
的发展蓝图。新区成立两年来不断转型
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346个重点
项目建设，总投资额达4830.2亿元；签约
引进重大产业项目66个，协议总投资约
2463亿元。

乘势而上
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

应运而生当乘势而上，打破成都城
市千年发展定势。从诞生之日起，成都
东部新区就担负着服务“国之大者”“省
之大计”的使命。

两年来，成都东部新区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历史机
遇，加强与重庆在区域联动、国际开放、
现代产业等方面的衔接互动，全面提升
成渝“双核”对川东北、川南经济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
交通是先手棋。2021年，成渝中线

高铁建设启动，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简
州枢纽站”是进入成都的第一站。2022
年，成渝航空战略联盟达成，推动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资源开放共享，做大国际航
空中转，共建国际航空枢纽，力争到2025
年，成渝地区机场实现年货邮吞吐量150
万吨，国际航线覆盖130个城市。

政务服务紧随其后。成都东部新区
与重庆两江新区、高新区携手创新政务
服务新模式，在全市率先落地210项“川
渝通办”业务。当前，在成都东部新区简
州新城政务商务综合服务中心和空港新
城政务服务中心，“川渝通办”综合服务
窗口已正式设立，并开通通办事项的咨
询、收件、审查、结果送达等业务。

打造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
动力源，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成都
东部新区锚定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创新
人才集聚区，集中开展国家医学中心等
六大创新平台和重点企业调研工作，系
统研究政策引领、柔性认定等创新人才
集聚工作，着眼人才服务全链“一网通
办”，“前台”分期建设人才综合服务平
台，线上实现人才认定、项目申报等服务
功能。

践行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
成都东部新区坚定不移落实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三个

做优做强”提升城市整体功能，持续增强
极核主干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区域
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围绕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安排部
署的任务，成都东部新区继续着力建设
成渝相向发展新支撑，将深化与重庆在
航空制造维修、航空器适航审定、医疗器
械制造等领域研发合作和产品转化，共
同培育成渝地区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未来可期
临空经济成东翼腾飞之羽

如果说东部新区是成都“东起之
翼”，那临空经济便是成都东翼腾飞的羽
毛。依托“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天府
国际综合保税区、中国自贸试验区、国家
级空港型物流枢纽、国家级国际机场口
岸”等众多“国字号”开放平台申建政策
叠加机遇，以及四川省、成都市和成都东
部新区三级优惠政策叠加效应，让成都
东部新区临空经济的发展，成为未来备
受关注的一大特色。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提
出，要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
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高质量建成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打造国际航空枢纽。

成都东部新区抢抓全球产业链重构
机遇，依托天府国际机场打造面向全球
的航空门户枢纽、洲际航空中转枢纽和
航空货物转运中心，具有极强的国际高
端要素吸引集聚能力和周边地区辐射带

动力，将成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核心
支点和内陆全面开放合作新门户。以提
升内联外通水平为导向，强化门户枢纽
功能，加快完善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构
建互联互通、管理协同、安全高效的基础
设施网络。

据了解，目前，成都东部新区已经确
定天府临空经济区“国际开放战略枢纽”
总体发展定位，初步形成以天府国际航空
经济区为核心，机场南航空装备制造区、
未来科技城片区、环三岔湖国际消费片
区、未来医学城片区协同发展的“枢纽机
场筑基、1核4片赋能”的空间总体结构。
通过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机场的运营，全
球资源要素迅速汇聚，开放的临空经济区
逐步形成，区域发展获得全新动力源。

今年4月，四川航空客机改装货机项
目正式落地。3.4万平方米的机库，足以
支撑两架A350飞机或5架A321飞机同时
维修的需求。不仅如此，这里也将成为
国内首个空客A321客机改装货机项目的
机库。

“成都东部新区航空研发制造与维
修服务业已经实现进一步壮大。”成都东
部新区航空和口岸经济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发展飞机维修与改装服务，不仅能高
效保障天府国际机场的运营，还能在提
升整体维修能力的同时，带动航空零部
件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航材贸易
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而目前，除了
四川航空以外，AEMCO、东航技术等航
空维修链主企业已在天府国际机场布局
了机务维修能力。

神鸟展翼，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通航
一年多，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
区域腾飞，成都东部新区依托天府国际
机场规划建设36平方公里天府国际航空
经济区，做强航空枢纽功能，链接全球航
线网络，借助机场群的竞合效应，提升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配置能力，助力
成都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跃迁。

在潮流中应运而生，抢抓机遇乘势
而上，关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历史与未来，
正如同成都市委常委、成都东部新区党
工委书记张瑛所说：“成都东部新区因成
渝相向发展而生，因四川干支协同而
立。它的新，不仅仅是代表它年轻，也承
载着成都的期盼。我们期望成都、重庆
两座城市强大，更希望成渝之间的城市
群发展强起来、立起来。” （尔东）

成都东部新区：

“东起之翼”乘势“双圈”助力“双城”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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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绿建智慧能源中心效果图

鸟瞰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综合楼（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