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4日，“万千气象看四川”媒体
采访团走进攀枝花市，围绕城乡融合发
展主题，寻访这里的“万千气象”。

攀枝花资源富集，钒、钛资源储量分
别居世界第三和第一，是世界第一的钒制
品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大、全球重要的全流
程钛工业基地。近年来，在保持传统产业
发展的同时，攀枝花正在大力发展钒电
池、氢能、锂电池、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产
业，聚力打造“中国钒电之都”、氢能产业
示范城市和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锂电智能工厂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在攀枝花钒钛高新区，采访团来到当
升蜀道（攀枝花）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公
司是当地首个签约落地的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计划投资70亿元，建设
30万吨/年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用高密
度、高安全、长寿命磷酸(锰)铁锂正极材料
智能化生产线项目。首期一阶段4万吨/
年磷酸铁锂产线，已于今年4月18日建成
投产，二期拟规划建设18万吨/年磷酸
（锰）铁锂产线。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300亿元以上，利税30亿元以
上，新增就业岗位1200人以上。

“从原料入库，到产品生产、检测，再
到成品出库，都是全程自动化作业，人工
只需监控、取样和辅助运输。”该公司副

总经理王静介绍说，企业以建设国际领
先的电池正极材料智能工厂为目标，建
设具有自动化、数字化、模型化、可视化、
智能化特征的智能工厂。

不同于传统工厂机器轰鸣的景象，这
家企业生产环境十分安静。王静介绍说，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与储能电池系统，其中创新开发的磷酸
（锰）铁锂产品，在行业先进性、能量密度、
安全性等方面拥有明显技术优势，是抢占
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潜力项目。

23年“老牌”园区
在新能源赛道上崛起

“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
总量进一步做大；另一方面，我们的新

赛道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攀枝花钒
钛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攀枝花钒钛高
新区成立于2001年，2015年升级为国
内唯一以钒钛金属材料
产业命名的国家级高新
区。攀枝花钒钛高新区
在钒钛传统优势产业上，
现有钒钛新材料企业50
户，在全国唯一同时拥有
硫酸法、氯化法、盐酸法
钛白粉三种生产工艺，具
备钛白粉年产能35.1万
吨，产能产量列国内单一
地区第一。

而在备受关注的氢
能方面，园区已经实现多

个突破：建成了全国首个管道输氢母子
加氢站、西南首条工业副产制氢生产
线、攀西首条制氢示范线；马店加氢站
向西昌输氢，12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牵引车投运，液氢工厂即将开工建设。
目前，攀枝花成为了初步打通氢能“制
储输用”和同时拥有液氢、气氢的城市；
在钒储能方面，引进了川发兴能、大连
融科、国电投等龙头企业，在已签约12
万立方米钒电解液生产基地项目基础
上，建设西南地区容量最大的100MW/
500WMh全钒液流储能示范电站，这让
攀枝花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具有钒电池
从原料到终端全产业链和钒电池初投
金融租赁模式的城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冷宇罗石芊

鸟瞰攀枝花钒钛高新区。攀枝花钒钛高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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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
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我单位的数字创新应用能力建设服务项目，经评标

委员会评审，现确定贵单位中标。请收到本通知书后3

天内，到我单位洽谈合同签订事宜。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15328351265

特此通知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6日

11月4日，“万千气象看四川”四季
度集中采访活动在资阳市启动。当天，
聚焦“城乡融合”主题，媒体采访团走进
资阳市各区县，看现场、看产业、看变化、
看路径，体验和美乡村蝶变。

资阳地处成渝直线中点上，被誉为
“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此前，资阳市委
全会明确，以产城一体为突破口，构建特
色鲜明、质量优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
产兴城、以城带乡，让城与乡“双向奔赴”。

“数字游民”定居乡村

所谓“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
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他们不受传统工
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
性的工作，能够自由流动，以实现工作和
休闲的动态平衡。

今年4月，“DNβ·云起山丘”资阳国
际数字游民社区（以下简称“资阳数字游
民社区”）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仁里村正式
营业，至今吸引了近400名国内外“数字
游民”入驻。

走进宽敞明亮的共享办公区，这里
是资阳数字游民社区的核心区域，面积
超2000平方米，由4个室内外富有创意
且宜人舒适的工作岛空间组成，包括多
功能室、各类会议室、创作区、直播间、自
由洽谈区、咖啡区。

自媒体博主“小雨”正忙着写文案，
她于今年6月来到资阳，“过来很方便，这
边的氛围也很轻松，可以安心创作。”她
说。

如何吸引更多的“数字游民”？“我们
投入了4300万元，对现有设施进行了升
级改造，包括公寓、3D景观台、餐厅等。
从这半年多运营情况来看，来这里的‘数
字游民’越来越多。”资阳荣港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秀萍向记者介绍，
“项目2期，我们会照顾到‘数字游民’产
业链，预计投资7500万元左右，建设一
个集工厂、24小时图书馆、民宿等于一体
的项目。”

农旅融合融出“秋千王国”

变化不止仁里村。在乐至县高寺镇
清水村，蓝天白云下，一座大型的摩天轮
映入眼帘。入口处，“秋千王国”几个大
字格外显眼。这是当地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开发引进的以田园综合体为核心的
重点农旅融合景区。

“秋千王国”景区总投资1.5亿元，占
地740余亩，建设引进了国内外上百种
不同风格的秋千，并将秋千元素融入景
区的各个项目和景观当中。项目集设备
游乐、户外研学、休闲娱乐、田园风光、水
果采摘于一体，同时打造了美食街、亲子
乐园、萌宠派对、恐龙谷、欢乐农田等功
能板块。

数据显示，2023年，“秋千王国”景区

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
2000万元，综合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

景区的火热，让清水村受益。据高
寺镇镇长胡泸介绍，村上通过流转土地，
打捆投入“秋千王国”项目，“租金保底+
门票分红”模式，让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取
稳定收益。数据显示，清水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逐年大幅提升，从2021年的
8.4万元增长至2023年的140万元。同
时，与村民建立起“土地租金+务工收
入+入股分红”等多重利益链接机制，村
民收入逐年提高。

“秋千王国”项目让附近村民实现
了就近务工，“像保安、保洁这些岗位，
一个月都能拿2000多元，技术工种收
入更高些。”胡泸表示，当地正逐步建
立起以“秋千王国”为核心的农旅融合
发展模式，以旅富农，让村民共享乡村
振兴发展成果。

一双鞋“跑”出的产业链

在“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资阳专场上，资阳市发展改革委
主任王凤先提到，当地用一双鞋“跑”出
了一条产业链，成为西部最大的运动鞋
生产基地。而成绩的背后，正是安岳县
立足区位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推动鞋
服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散到聚、由弱
到强的蝶变。

在位于安岳经开区的渝成国际制
鞋产业园里，安岳安鑫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机
器有节奏地飞速运转，制鞋工人在流
水作业线上各司其职。截至目前，该
公司投产成品鞋生产线12条，现有员
工1000余人，带动港威新材料、福建裕
泰、泉兴彩印等10余户配套企业入驻，
并在天林镇、永顺镇、千佛乡建有“卫
星工厂”，解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200
余人。

安岳安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斜对
面，鸿星尔克安岳生产基地正赶制“双
11”100万成品鞋订单，距离整体交付仅
剩下几天时间，1600余名工人操作着机
器，全力以赴。

像安鑫体育、鸿星尔克这样的鞋服
企业，在安岳县还有很多。目前，当地渝
成制鞋产业园等园区已入驻企业113户，
现投产成型生产线46条，聚集了百丽、斯
凯奇、奥尔多、鸿星尔克、特步等20余个
国内外知名品牌。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安岳县鞋服
产业实现产量3520万双（套），预计
2024年全年产量突破4000万双（套），
产业规模将稳居川渝地区新兴制鞋基
地首位。此外，当地鞋服产业工人达1.5
万人，本地工人占90%以上，带动当地
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城镇化发展
效果明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陈远扬 摄

在资阳，看见城与乡的“双向奔赴”
采访点位：资阳

“传统”与“创新”并行

攀枝花正在打造“储能新高地”

采访点位：攀枝花

聚焦城乡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