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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金地威新·武侯科创园，一个车间
里机器正在轰隆隆地不停运转，工人们俯
身拿起工具，小心翼翼地给设备嵌入细小
的零件；而另一个车间却寂静无比，研究人
员面前摆着大小不一、颜色复杂的量杯，他
们正将手中的液体不停混合，观察反应。

这个位于成都市武青南路的园区，
占地面积 34 亩，总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
米。目前已入驻企业近40家，其中有上
市公司、国企、高新技术企业等，企业涉
及电子信息、医药药械、新能源、高端设
备等领域。而金地威新产业主要负责产
业园区投资、开发和运营。

园区总经理王林告诉记者，园区入
主武侯区两年时间，便实现了产业园产
值翻倍。目前产业园已完成了改造升
级，下一步将引进更多的企业集聚发展。

从收购时园区破败混乱到井然有
序，产业园区的蜕变之路有哪些故事？
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哪些好模式？

4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来
到金地威新·武侯科创园一探究竟。

无数次修改方案
以市场导向改变园区定位

走进金地威新·武侯科创园，眼前是
几栋崭新的高楼，整洁干净的路面，除了
精心打造的绿化景观，还能听到小鸟的
叫声。崭新与整洁的初印象让人很难想
象几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破败杂乱的
老旧园区。

在园区的角落，有一个不起眼的小
隔间，几平方米的面积装下了一个“产业
梦”。王林告诉记者，这个房间里承载了
他们团队无数个被否定的方案，还有一
次次重拾的信心。

房间内部的装饰很简陋，只有桌子、
椅子，小隔板。王林指着面前的桌子说：

“最开始我们团队就只有两个人，天天在
这个小房间里改方案，现在看到的房间
还是改造后的，最开始条件更苦。”他回

忆，虽然园区不算大，但事情很繁琐，人
手也不够，前行路上并不容易。

然而，在收购了旧园区之后，一开始
这里的定位是规划成写字楼为主。王林
谈到，根据团队多年的经验和市场调研，
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而对于一家
企业来说，修改定位意味着面临巨大的
风险。

“那个时候，我们就天天改方案，拿
出优化后的方案去和相关团队沟通，几
乎是从早上干到深夜，这样的节奏大概
持续了两个月，最终确定了打造精品产
业园区的路线定位。”王林感慨，被否定
的方案都有十多个，否定一次，重写一
次，才有了如今的发展。

不仅如此，刚开始入主园区时，因为
之前还有少量企业客户没有完全清退，
在改造时还需要做好对客户的安抚。“在

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客户的维系是比较
难的，因为我们的改造对他们有影响，所
以有时候会出现摩擦争执等，怎么去和
他们沟通，这是一个难点。”

“活”化老旧产业园
为中小企业发展护航

在多次市场调研后，团队总结发现，
四川乃至全国的老旧产业园数量不小，
不仅浪费资源，也让地区产业失去可持
续发展的活力。

“最开始这里还不是这种平整光洁
的道路，路上全是灰尘，稍微走快一点身
上都要沾上灰。所有的楼栋都是清水
房，配套设施很差，更别说绿化了。”王林
回忆，当时收购的时候，这个产业园不仅
破败，大部分的楼栋都是闲置着的。

“每个地区都有这种老旧园区，好多
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的客观遗留。不仅看
起来影响园区形象，更重要的是，浪费了
资源，没有创造该有的价值。”王林介绍，
老旧产业区的“活”化是金地威新的一种
发展模式，目前在上海和成都推广较为
广泛，上海以打造文创类园区为主，成都
则以改造工业园区为主。

从2020年接手项目开始，王林和同
事便开始对园区进行改造。“当时光改造
产业园就投资2000余万元，重新规划功
能区，细化相关企业服务，同时对园区形

象进行提档升级，对园区低效、落后产业
进行了汰换。”王林介绍，要让企业入驻
后能产生更好的集聚效应，主要引进的
是生物医药类、电子信息类、检验检测类
三种类型的企业。

“中小企业的护航者”是王林给这个
产业园区的角色定位，与其他生产实际
产品的企业不同，他们主要负责招商引
资，将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在园区的发
展。“企业一旦入驻，我们就必须对他们
负责。”

“中小企业多，但是中小企业也难，
除了最基本的设施配套，更重要的是保
证它们的可持续经营。”王林介绍，由于
目前入驻的企业大多以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检验检测等产业为主，前期投入很
大，且成果产出需要时间较长，所以很容
易遇到资金不足的情况。

因此，产业园采用了“基地+基金”
模式，不仅为企业提供生产载体，同时在
企业需要资金支持时，为其提供相应的
融资服务，缓解资金压力。“对于中小企
业来说，提振信心是最重要的。”

实现产值成倍增长
未来产值有望破200亿元

从2020年至今，金地威新产业在成
都已经建立武侯、成华和温江三个全自
持产业园区，而武侯科创园产业项目是
金地威新产业在成都建设的第一个产业
园，目前三个产业园总产值近100亿元。

王林介绍，截至2022年底，金地威
新武侯科创园共引进相关企业39家，入
园企业实现年产值15亿元左右，税收
6000余万元，带动就业500多人。相较
金地威新产业入主前，园区产值、税收均
实现了成倍增长。

未来三到五年，产业园区也有着自
己前进的小目标。“首先是争取在持有的
体量上有所突破，金地威新产业在整个
成都的产业园预计达到100万平方米以
上自持体量，在现有的体量上增加一
倍。”在产值上，王林透露，预计成都三个
产业园区总共能创造超200亿元的目
标，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金地威新·武侯科创园。

工作人员正在查看设备。

接手运营实现产值成倍增长

他们如何“活”化老旧产业园区？

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基地揭牌
打造国内郭沫若研究重要平台

4月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以
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共建的“四川
大学郭沫若研究基地”，在四川大学江安
校区举行揭牌仪式。双方将通过将郭沫
若研究与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大问题相结
合、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战略需
求相结合，开展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意义
的系列研究。同时，也意味着“郭学”研
究又出现一个新的重镇。

四川大学副校长姚乐野、中国社科
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分别致辞
后，双方共同为郭沫若研究基地揭牌，并
为首批特聘专家发放聘书。

将研究方方面面
不只聚焦文学成就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孕育成
长起来的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
是资深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
若与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

所均有着深远的渊源。中国社科院古代
史研究所的前身是1954年组建的中国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一所
所长由郭沫若兼任，二所所长由陈垣兼
任。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准一所和
二所合并为中国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
由郭沫若兼任。1910年2月，郭沫若进
入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高等学堂就
读，1912年考进四川高等学堂理科。在
国内高校中，四川大学率先建立了郭沫
若研究室，一大批资深学者在这里矻矻
耕耘，贡献出了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最丰
硕的“郭学”成果。

卜宪群在致辞中说：“郭沫若研究是
一门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也是一门与
时俱进的学术范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提升，在实践中完善。我们将郭沫若研
究基地落地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也正是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有机
融合的最好体现。”他还强调，这个基地
叫“郭沫若研究基地”，而不是“郭沫若

文学研究基地”，“这很好，因为我们要研
究郭老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他的文学
成就。”

郭沫若女儿、中国社科院原历史研
究所副所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
长郭平英的发言内容，由他人在现场代
为宣读。她回忆了1979年与中国社科
院和四川大学的王锦厚、曾绍义等学者
一同编辑《郭沫若全集》的工作，表示将
大力协助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基地的科
研项目、文化、教学活动的开展。

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来到“纪
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郭沫若与四川
大学）”专题展厅，参观了郭沫若在四川
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堂理科学习期
间的部分珍贵资料。

将开展系列研究
助推郭沫若精神传递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李怡，作为郭沫若

研究基地负责人致辞。李怡是郭沫若
研究专家，他的发言很是动情：“2023
年的春天终于到来，这是郭沫若先生离
开四川大学出川北上的 110 周年。
1913年10月，郭沫若再一次从成都的
高等学堂校园启程，踏上了他北去的旅
程。此去征途漫漫，他完成了《女神》，
释读了艰深的中国古文字，投入了大时
代的洪流。”

李怡称，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基地
将与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大问题和当代中
国社会文化的战略需求相结合，开展有
原创性、开拓性的系列研究。

李怡说：“‘郭沫若研究基地’在这里
揭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意义重
大。郭沫若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百科全书
式的大师，在这个学术平台上，可以得到
更深入的阐发和研究，被新一代的学子
阅读和精神传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