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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说

今年成都市两会，“建圈强链”再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聚焦
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

从2021年12月，成都市产业建圈
强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
出“建圈强链”，到“建圈强链”行动在成
都全市铺开。一年多来，“建圈强链”已
成为成都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能级、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成都市两会期间，“建圈强链”也成为
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下一步成
都该如何发力？针对细分领域，他们带来
了哪些建议？2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成都市政协委员。

关键词：航空产业
建议重点聚焦

“链主”企业供应链需求

“听完政府工作报告，我倍感振奋。”
今年，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智明达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龙波首次履
职，带来了关于推进成都市航空产业建
圈强链的建议。

“当前，成都航空、航天产业整体发
展水平较高。尤其是航空制造工业实力
雄厚，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不
少区县积极开展航空产业建圈强链行
动，形成了良好的竞争协作态势。”龙波
说，但目前也面临关键环节较为薄弱、整
体较为无序的问题，比如占据价值链高
端的核心研发偏少，高附加值和高科技
链属企业不多。

他进一步阐述，如果产业链聚集在
附加值相对较低的零部件加工企业、地
面保障设备企业、工装模具生产企业，从
产业链发展角度，这些领域市场竞争异
常激烈，竞争导致的利润低等问题普遍
存在，不利于长期发展，不利于链属企业
的做大做强。

因此，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成都航空
产业总体布局，首先做大做强航空链主
企业。其中，重点聚焦“链主”企业供应
链需求，以“链主”企业的需求为引领，以
航空整机、高端无人机系统、航电系统、
飞控系统、智能传感器为重点领域。同

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在核心基础
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核心软件和核心
测试设备等方面提升能力建设，补齐短
板，集中力量突破产业链一些共性技术
和关键环节。

“还可以研究制定产业链整体扶持
政策，鼓励航空产业园区依托链主企业
引进更多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企业，对
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链属企业）给予同等支持，推动产
业整体向高端迈进。”龙波说。

关键词：数字文创
建议建立

数字文创多元化社区聚集地

近年来，成都数字文创产业重点领
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如何有效地整合
产业资金、项目、人才等产业要素，助力
成都文创产业建圈强链？

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数字文创产
业联盟理事长刘鹏飞认为，目前成都数
字文创产业断层现象较为明显，头部企
业冲劲强势，但品牌乏力，中腰部企业断
层明显，小微型企业亟待成长，成都数字
文创产业亟须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强
链补链聚链。

“建议建立数字文创多元化社区聚
集地，用好成都市发布的《关于聚焦产业
建圈强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
条政策措施》，首先应当侧重‘建圈’聚合
重点优质企业，聚焦产业集群建设，发展
设立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等
数字文创多元化社区。通过政策补贴或

减免租金等方式聚拢一批上下游企业，
集中打造成都数字文创品牌园区或大
厦，产生产业联动氛围和互动效益。”刘
鹏飞说。

同时，繁荣跨界融通生态，围绕链主
企业建立生态园中园。充分发挥数字文
创产业链的延续贯通性，引导融合更多
产业互动和产业合并重组。围绕细分领
域的“链主”企业搭建平台，鼓励“链主”
企业投资，聚集上下游形成生态圈。

此外，他建议政府出台政策引导汇
集“政产商学研媒金”资源要素，扶持培
育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性、国际性博览
会等展览展示交流平台，为产业链聚集，
打通国际国内的循环，实现国际国内各
产业之间、下游企业之间以及大中小企
业之间的有效联动和融通共享。

关键词：城市合伙人
建议深入运用“城市合伙人”机制

助力建圈强链

近年来，“城市合伙人”模式在全国
不少城市推行。该模式融合了股权众
筹、共享经济、粉丝经济、会员经济、合伙
人制等多种模式，其实质是以城市为核
心纽带，政府资源、市场主体、社会力量
的深层次合伙，促进产业建圈强链，优化
产业生态及提高协同创新水平。

“成都市聚焦产业建圈强链，也正积
极探索‘城市合伙人’机制，并取得了不
少实实在在的成效。”成都市政协委员、
青羊区工商联主席周鹏告诉记者，目前
成都在深化运用“城市合伙人”工作模式

上还存在不足，包括：“城市合伙人”更多
体现在概念和提法上，缺乏具体的工作
机制、指导意见和措施办法；对培育保障

“城市合伙人”工作运行等配套政策有待
进一步优化完善等。

周鹏建议，加强领导统筹，分层级研
究“城市合伙人”工作机制，做优顶层设
计。具体可以结合成都产业发展实际，
评定“城市合伙人”的对象范畴，不断
完善“城市合伙人”的评估体系，着力
构建科学高效的评价、激励、服务、保
障机制和工作方案。做深做实各区域
产业分析，梳理城市合伙人强链补链赛
道企业清单，围绕“强链”“补链”“延链”
及“优链”环节，分层次分类型培育“城市
合伙人”，进一步加强项目统揽，整合资
源，对内加强培育、对上争取支持、对外
精准招商。

他认为，可以鼓励、引导和支持对
“城市合伙人”项目和企业开展全生命周
期服务。优化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政府
和企业家一起探索实践，在技术攻关、开
拓市场、资本引入、基金跟投、人才培育、
科研队伍、成果转化、品牌打造等方面不
断形成协同创新合力。

此外，还可以将成都“城市合伙人”
塑造提升为IP品牌，讲好“合伙人”的成
都故事，向社会广泛征集成都“城市合
伙人”logo，要用“城市合伙人”的品牌
传递更多代表成都城市新形象、新发展
理念成果的声音，增强成都美誉度和吸
引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柴枫桔 摄影报道

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这一直是成都市两会期间热议的话
题。

聚焦此次两会报告，报告强调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成都要建
设全国创新人才高地，深入实施人才新
政3.0版，推进产业建圈强链等三大人才
计划。

成都历来重视人才，如何让天府大
地成为各类人才大有作为的热土？

在成都市两会期间，成都市政协委
员、成都竞技世界(成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卫东建议，为提高人才政策
兑现效率，在当前人才政策的指引下，政
府可灵活地赋予有显著经济贡献的重点
新经济龙头企业人才认定权。

观察：
新经济人才不一定符合传统标准

两会报告提出，未来5年，成都将打
造2个万亿级优势产业和10个以上千亿
级支柱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分别超过20%和15%，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区域带动力和发展竞争力不断提升。
作为成都竞技世界(成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卫东在成都已深耕电
竞产业领域多年，此次报告让他对成都新
经济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但同时，他认为，新经济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表现在人才的竞争力上，尤其是
在创意人才、美术人才、技能人才、市场
运营人才等方面要有行业的核心优势。
在高卫东看来，新经济产业的人才不一
定符合传统人才的条件。“就像李子柒等
人，还有很多优秀的网红主播，如果按照
传统人才甄别方式，可能他们都不算很
突出，但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他们都是实
实在在的人才，能够为该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

建议：
实施差异化的人才政策

“在当前人才认定政策的原则下，可
根据新经济产业的特点和经济贡献，打

破学历、年龄、地域等界限，不拘一格招
引人才。”

在高卫东看来，政策对人才的评定
大多倾向于学历高、科研成果多等硬件
要求，但实际上一些特定领域的人才不
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硬件要求，所以他认
为可以在当前人才政策的指引下，灵活
地赋予有显著经济贡献的重点新经济龙
头企业人才认定权，提高人才的政策兑
现效率，促进新经济企业建圈强链工作。

“人才的认定步骤很多，所以我觉得
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赋予重点领
域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在该领域具有权
威性的企业一定的人才认定权，由伯乐
识别千里马，由他们来定义人才，然后进
行申报。”

同时，他还建议围绕解决人才的后
顾之忧，细化灵活的人才政策。比如重
点考虑解决人才子女入学入托、购房租
房、配偶家人的就业就医问题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建圈强链”引发成都市政协委员热议

成都市政协委员高卫东：

建议灵活赋予重点新经济龙头企业人才认定权

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针对细分领域下一步成都该如何发力？

成都市政协委员龙波 成都市政协委员刘鹏飞 成都市政协委员周鹏

成都市政协委员高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