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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下第一灯”
自贡的崛起“盘算”还有什么？

7月10日，在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即将举行之际，四川省体育馆
内，一组以大运会吉祥物“蓉宝”为主题
的彩灯正在安装、调试。据悉，7组来自
自贡的彩灯，将在大运会的各个比赛场
馆亮相，让各国和地区来客近距离感受

“中国灯城”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自贡彩灯”作为一张四川

名片，不断闪耀在冬奥会、进博会等国际
顶级赛事或平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
爱和市场的关注。此外，江姐故里、千年
盐都、恐龙之乡、扎染艺术……自贡名
片，日益斑斓。

一张名片的擦亮、一个城市的转身，
看似有着不同的路径，却都融合在时代
发展的奔流之中。从“十二五”开始，依
次融入内自同城化、川南一体化、川南渝
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自贡正以奔跑的姿态，迎接一轮又一
轮的挑战。

今年5月，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
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
高地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自贡、遂
宁、内江、资阳等川中丘陵四市坚持因地
制宜，发挥优势，推动四市特色发展。其
中，支持自贡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示范城市和川南渝西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区。

面对“中部崛起”的新机遇，自贡又
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夙 愿
再现川C辉煌

自贡历史上，曾有多次自贡人引以
为豪的辉煌：两次川盐济楚、三线建设的
创业史、成渝之外第三城的川C辉煌。
曾经的富甲一方，和如今的产业转型仍
处在爬坡上坎阶段相比，有一定落差，等
的只是一个时代给予的机遇。

“成都和重庆两个极核正加快相向
发展，自贡是位于成渝中轴线上的重要
节点城市，距成都、重庆均只有170公里
左右。”自贡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朱斌
介绍，自贡与宜宾、泸州、内江、乐山、眉
山等城市毗邻，经济地理半径相宜，既享
有“双核”辐射，也有成渝中部崛起、川南
渝西融合发展和川南一体化、内自同城
化等叠加红利。

自贡还缺一个机遇，这是许多自贡
人发自肺腑的期盼。“身为在成都生活了
20多年的自贡人，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
着家乡的发展。”今年45岁的陈旭于上
世纪90年代末到成都发展，如今他每年
都会带着朋友回到家乡观灯、赏景、品美
食，“我觉得，自贡只是需要一个机遇，它
还会再度‘雄起’！”

在自贡大安，东方锅炉加氢综合能源
站的选址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
前，东方锅炉正积极打造“高效绿色发电
锅炉+页岩气+氢能+储能”产业链，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上世纪90年代到
现在的20余年，从迷茫到转型，再到厚积
薄发，东方锅炉或许正是自贡从老工业城
市逐步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我在东锅工作了几十年，亲眼见证
着它从传统的锅炉生产，转型到新能源
产业链的发展。”东方锅炉自贡制造中心

主任张涛说，“希望家乡自贡再现过去川
C的辉煌。‘中部崛起’对于我所就职的
企业和所从事的行业来说，不失为一次
难得的机遇，将推动正在产业转型的自
贡，加速迈入打造川南渝西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区的快车道。”

今年上半年，东方锅炉氢能市场红利
不断：向京津冀地区提供产品服务，在西
北地区实现了市场和场景的新突破，氢能
市场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00倍。

无论是在外地还是本地，多年来，
320万自贡人一直有一个藏在心底的夙
愿：再现川C的辉煌。这一天，或许只是
需要一个机遇。

优 势
工业经济为“一号工程”

有了机遇，还需要什么？需要有能
不能抓得住机遇的能力！面对“中部崛
起”的机遇，自贡有什么优势？

“自贡的优势是工业基础雄厚，创新
能力较强，政策机遇叠加聚合。同时，也
有着传统产业新型化不足、新兴产业刚
刚起势、产业成链集群发展程度不高、

‘未强先降’比较突出等短板。”朱斌认
为，总的来看，当前的自贡仍处在工业化
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还任重道远。

2022年，自贡市委印发了工业强市
六大行动方案，由3名市领导牵头推动，
着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无人机及通航
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自贡举全市之力打造三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以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小切口快节奏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
建有自贡特色和独特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圈。”朱斌认为，这与《意见》提出的支持

自贡建设川南渝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区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要打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我们明确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无人
机及通航三大主导产业，就是拥有资源
上的比较优势。”朱斌说。自贡已探明岩
盐资源剩余保有储量62亿吨，页岩气资
源储量2.5万亿立方米，保有黄黑卤水
7.32亿立方米，氯化锂60万吨以上，碳
酸锂50万吨以上，属大型锂矿，并且具
有埋藏深度浅、可用老井多、开采成本低
等突出优势。

而在四川轻化工大学管理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黄英杰看来，这既是自贡必
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自贡面临的难
得机遇，“我觉得自贡最大的两个优势，
一是产业优势，二是交通枢纽优势。”

他说，目前自贡的产业集群化发展
态势已初步形成，节能环保装备、先进材
料等制造业“专精特新”特色明显，无人
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实现“0到 1”突
破，优质盐卤矿、页岩气等资源丰富，比
较优势也较为明显。

“作为川南几何中心，自贡对外开放
的区域优势明显，绵泸高铁内自泸段开通
运营，成自宜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成宜高
铁加快建设，正逐步实现从‘居中不畅’到

‘通江达海’的历史性转变。”黄英杰认为。

破 题
“自贡答案”有三个关键

居于成渝中部，怎样崛起？“自贡答
案”正初具雏形。

6月下旬，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七次会
议上，自贡市委副书记、市长石钢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对怎样实现“中部崛起”等

问题作出了回答：“首先，要突出交通先
行，实施交通高质量发展三年攻坚行动，
提速建设成宜高铁和自贡至永川高速、至
泸州港公路等重大项目，协同推动天府大
道南延线眉自段的建设，打造成渝地区区
域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同时，主动对接

‘双核’，与成都市及有关区县结对子，牵
头编制实施了川南渝西的融合发展试验
区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内自合作园区，积
极推动川南一体化、内自同城化的建设。
另外，要建好开放平台，加快融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
地、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打造川南渝
西现代物流枢纽城市。”

7月7日，中共自贡市委十三届五次
全会召开。会议把“中部崛起”看作一次
历史机遇：必须深刻把握四川由工业化
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的关键阶段，抢
抓省委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
发展新高地、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
历史机遇，以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自贡奠定坚实基础。

除了加快打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自贡还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中部
崛起”蓄势——储能、氢能源、预制菜、电
碳材料、特种炭黑、5G以及GPU算力租
赁业务等人工智能产业，都是近年来炙
手可热的新兴产业。

自贡准备怎么干？朱斌说，自贡的
“中部崛起”之路是一个“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集聚成势、推动未
来产业前瞻布局”的过程：推动工业企业

“数实融合”“智改数转”，加快布局产业新
赛道，与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的打造同步
推进。未来，还要突入人工智能、医药健
康、货运航空、清洁能源生产运用等领域。

而站在专家学者的角度，黄英杰的观
点则另辟蹊径。“要实现‘中部崛起’，如
何提升‘城市吸引力’是自贡要解决的核
心命题。”黄英杰说，一方面，自贡要让企
业“敢进来、能进来、想进来”，必须让企
业看到自贡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
遇；另一方面，自贡要“引进青年、留住青
年、发展青年”，自贡如何准确定位城市
在企业发展和青年成长中的功能和作
用，是提升自贡“城市吸引力”最为关键
的任务。

建 议
鼓励“内自”一体化发展

“中部崛起”，仅靠单打独斗难以实
现，自贡最应该先牵谁的手？黄英杰的
答案是——内江。

“自贡、内江工业特色明显，具有错位
性和互补性，完全可以借鉴相互优势快速
发展。”黄英杰认为，自贡在新材料、化工、
精密机械以及环保节能产业等领域具有
发展优势，内江在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制药、节能环
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成绩斐然。

他认为，除了产业优势互补之外，最
重要是在内自两地推进公共服务同城共
享，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体系，持续深化财税、教育、文旅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民生服务共享化。

携手前行，就能破除成渝两地的“虹
吸效应”，实现“共同崛起”？黄英杰认为，
必须以“资源同享、人才同用、产业同布、
市场同体、政策同构”的理念来打造成渝
中部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增长极，才能实现
成渝中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恪生

自贡市沿滩区与凯盛
玻璃控股签订的100MV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2022年4月8日，自贡
开往曼谷的四川西部陆海
通道班列从自贡南站发出。

7月10日，大运会吉祥
物“蓉宝”彩灯在四川省
体育馆安装、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