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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成都举行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大会，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园
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战场”作用，以园
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眼下，正是冲刺全年任务的关键
期 。 成 都 为 何 提 出“ 立 园 满 园 ”行
动？在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黄寰看来，成都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引擎，要担
当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这项行
动，既体现了成都做大做强园区经济
的决心，也是成都市作为经济总量超
过 2.2 万亿元超大城市在推动产业升
级、壮大新动能上的必然选择，具有深
刻的用意。

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支撑

今年9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中提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
地”等城市功能，明确了成都市以先进
制造业为重点，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

“从实际来看，成都市具有加快发
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性。”黄寰提到一
组数据，长期以来成都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都低于30%，较同类型城市
而言较低。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已于日前出炉，成都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4.1%，低于全国5.8%的
平均水平。

黄寰表示，成都提出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正是以制造业为立城之本、兴
市之要，充分发挥园区承载攻坚作用，
夯实先进制造业“基本盘”。“这对于推
动发展要素资源集聚，打造招商引资、
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为加快打造全国
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重要支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找准定位是关键
谋求差异化发展是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市产业
园区发展不断加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重要动力。但当前不少产业园区面临
着产业布局重叠、功能定位模糊、特色
优势不显等问题。

此次会议以后，成都提出优化整合
构建“3+22+N”园区发展体系，即是从
战略上对全市产业园区在空间体系和
主导功能上作明确划分。在黄寰看来，
当前各个园区最重要的就是找准定
位。明确自身特色和发展目标，避免同
质化、低效化乃至恶性竞争。

大会过后已经见行动。成都高新
区正推进产业、科技、服务“三维赋
能”，努力争创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规划面积 7.5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
都成华经济开发区依托成都机器人产
业园、成都智慧能源产业园，构建起了

“一区两园”的发展格局。未来，该园
区将全力构建以机器人为核心的先
进制造业体系，实现工业机器人龙头
企业齐聚。

抓园区就是抓“牛鼻子”
加快形成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

发展产业，为何要紧盯园区？黄寰提
到，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单纯以量的提升和空间的拓展对产业经
济发展贡献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与此同
时，产业集群所展现出的高效率低成本优
势更加凸显。因此，他认为产业园区是区
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黄寰认为，产业园区要从突出专业
化、特色化方向，全力提升产业规模和竞
争力出发，重点把握企业培育和园区运
营，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功能载体。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着力提升特色产业园区发
展能级和竞争力；聚焦特色产业方向，提
升产业特色化和品牌化，布局和发展先导
产业、重点产业、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

未来，仅仅是空间载体、政策及资
金等支持已不能满足产业园区的发展
需求。园区要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形成规模可观、
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推动绿
色发展和智能化转型是未来的重要方
向。此外，还要更加注重服务化和平台

化建设，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
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和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实现立园满园
探索集约高效的内生发展路径

在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方面，东中
部地区城市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一些
园区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集群发展，
形成了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

结合成都实际，黄寰认为可以借鉴其
他地区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在“挖潜力、
育主体、提能力、增活力”方面的经验做
法，探索更加集约高效的内生发展路径，
进一步推动实现立园满园，实现园区高质
量发展。具体而言，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积极培育壮大企业主体。将高
技术、高成长、高价值企业作为园区提升
的切入点，遴选一批核心竞争力强、行业
带动性大、创新能力高的科技型企业，培
育一批细分领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群
体，打造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全方位提
高产业创新能力，带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二是搭建企业创新服务平台。推
动建好面向产业园区的科创公共服务
平台，汇聚产业链供应链信息、行业发
展前沿以及技术咨询、科技金融、创业
孵化等科技服务资源，打通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供需对接线上通道。支持大
企业平台化，鼓励大企业深化内外协同
开放创新，支持与研究型大学、科研院
所等建设创新联合体等协同创新平台，
加强前沿技术储备和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提升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三是强化专项政策支撑。整合现
有各级各类支持性政策，健全存量企业

“挖掘—培育—服务”机制，逐步形成面
向不同梯度企业，覆盖财政、金融、人
才、产业、创新、项目，目标合理、重点明
确、相互支撑的政策支持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成都将强化产业园区的主战场作用

近期，全国秋收接近尾声，田里的
秸秆何去何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
一家农业废弃物处理中心，一探农业废
弃物“变废为宝”背后的系列“黑科技”。

如何处理？
40℃厌氧发酵粪污、秸秆等30天

在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白衣村大
邑农业有机废物综合处理利用中心，4
个十几米高的巨大罐子引人注目。“这4
个是厌氧发酵罐，每个体积7000立方
米。”该中心负责人王晓辉介绍，主要处
理对象为养殖粪污、农作物秸秆、果蔬
垃圾和酿酒废水这类农业有机废弃
物。首先会把它们放入调配池按照一
定比例混合，再调整酸碱值、含水率、碳
氮比等，之后在厌氧发酵罐里，以约
40℃的温度进行厌氧发酵30天。随后
产生的沼气再经过脱硫、脱水、脱碳处
理，就达到了天然气的标准，可以直接
接入管网，为市民提供能源。剩下的发
酵残余物，经过固液分离后，固态的沼
渣可以制成有机肥、土壤改良剂，液态

的沼液肥，则可以用于农业生产。
王晓辉介绍，中心每年可处理粪污

35万吨，秸秆、果腐及尾菜2万余吨。通
过厌氧产生沼气1100万立方米、沼渣肥
5万吨、沼液肥30万吨，二氧化碳减排
量约11万吨。“整个处理过程全封闭、无
害化、全回收、零排放，做到了绿色环保
无污染。”

发展绿色农业
探索种养循环新模式

大邑县是“天府粮仓”成都片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产业包括种植业、
养殖业和酿造业。它们所产生的秸秆、
粪污、酒糟和废水等，通过处理后转换
成有机肥料、蛋白饲料和天然气，实现

了种-养-酿产业的良性循环。
据大邑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

绍，该县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项目三年以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探索形成了“政府补贴+养
殖企业付费”的种养循环共赢模式，既
解决了养殖场粪污排放难题，又确保
了农田生物质肥料需求。截至目前，
大邑县共建立了涵盖168个小区的5年
定位试验点，开展田间2季试验，制定
粪肥合理科学施用技术标准，确保种
植户用得放心。

记者从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成都市着力构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政
策体系，将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
药包装废弃物、废旧农膜等纳入各级
财政补贴范围。2021年以来，在大邑
县和蒲江县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
建设绿色种养循环示范区20万亩，探索
形成了多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式，
基本实现了让“污染源”变“资源”、“粪
污”变“粪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摄影报道

粪污、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记者探访成都大邑一家农业废弃物处理中心

变废为宝的厌氧发酵罐。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图据成都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