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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解读
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
会。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曾科在会上介绍了成都布
局未来赛道，争创一批国家未来产业先
导区的具体谋划。

推动未来产业占先机
争创一批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曾科介绍，全会提出了特色优势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构架
体系，成都市将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能
级，电子信息产业建设世界级集群，装
备制造产业冲刺万亿目标，推进医药健
康、新型材料、绿色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做强千亿级先进能源产业，打造六大特
色优势产业矩阵。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上规模，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低空经
济、新型显示、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
业，培育打造绿氢之都、工业无人机第
一城等产业地标，今年争取人工智能产
业进入千亿俱乐部。推动未来产业占
先机，前瞻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人形

机器人、商业航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
未来赛道，探索建立未来产业识别、场
景建设和投入增长机制，争创一批国家
未来产业先导区。

打造更多国省级创新平台
开发一批典型示范应用场景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将开发一批高
集成性、高影响力的典型示范应用场景，
研究制定进一步支持首台（套）推广应用
政策，推进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
级。从链上完善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网
络，强化航空动力、超高清视频、精准医
学、川藏铁路等领域“国字号”创新平台
赋能，支持工业云制造、工业信息安全争
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更多国
省级创新平台。从点上提升工业企业创
新能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用好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完善企业研发
投入和技术改造激励机制，形成创新型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
梯度发展格局。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或研发中心，力争今年规模以上企业研

发机构建成率超过60%，未来三年研发
活动覆盖率大幅提升。

加快智能化改造
加力绿色化转型加强融合化发展

此次全会把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
合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方
向。成都市将加快智能化改造，用好国
家制造业新型技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试点城市系列政策，到2026年建成智
能工厂100个、数字化车间300个，实现
规模以上企业“智改数转”全覆盖。加
力绿色化转型，扎实抓好工业领域节能
减碳，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加快建设绿
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年内新增国家级、
省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25家以上。加
强融合化发展，围绕建设国家级服务型
制造示范城市，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信
息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反向定制、共
享制造等服务型制造，支持发展现代都
市工业，推进“工业上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11月13日，一趟装载国产新能源车
的成都中欧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
发，直奔目的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
斯。至此，第比利斯将成为成都国际班
列联通境外的第116个城市，成都中欧班
列“朋友圈”再度扩大。

时间回到11年前，首趟“蓉欧快铁”
（成都中欧班列前身）从青白江出发，奔
向9826公里之外的波兰罗兹。11年来，
成都国际班列累计开行达3万列，“人气”
不断上涨，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

“蜕变”之路。11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来到成都青白江，实地探访
了成都北编组站、成都国际铁路港以及
成都铁路口岸，在中欧班列的阵阵轰鸣
声中，聆听从“内陆腹地”迈向“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高地”的发展故事。

“有速度”的调度体系
中欧班列有“优先编组权”

“最强大脑”自动化作业更高效

上午9时，成都北编组站列车驶入轨
道的“哐哐”声唤醒了站点一天的忙碌，
工作人员身着黄色马甲，正在完成货物
摘钩作业。如果以计算机程序来比喻，
这里可谓是完成了中欧班列货物的“解
码”和“编码”工序。

成都北编组站位于新都区泰兴镇，
是宝成、成渝、成昆及达成线四条干线的
联接点，也是中欧班列开行的重要集散
地，承担着全国各地货车通过成都中转
解编的任务，南来北往的铁路货运车辆
在这里交会、解编、再发出。

在整个流程中，“驼峰”是最为关键的
设计。它是铁路编组站进行货物列车解
编的“咽喉”。因设计成适当的坡度，像骆
驼峰背形状的“小山丘”而得名。“因此，车
辆能够利用高度差和自身的重力，滑行至
指定股道。”成都北车站运转车间副主任
黄凯介绍，经过“驼峰”解体后的列车，沿
着股道一路向前溜放至编组场，最终找到

“志同道合”的列车，重新组合集结，然后
挂上机车，奔赴属于自己的目的地。

“我们也会优先编组中欧班列。”黄
凯表示，站点一般是按照到达的先后顺
序进行解体集结，但中欧班列到达后，会

优先安排解体作业。这也将原本40分钟
左右的等待时长缩短到了5分钟，大大提
升了运行效率。

整个过程怎么可以做到有条不紊？
后端的“最强大脑”功不可没。在站点的
安全生产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紧盯
电脑屏幕，手指来回点击鼠标，分析编组
场上多条股道的运行情况，忙着“排兵布
阵”，不断为车流“穿针引线”。

“这里采用了先进的编组站综合集
成自动化系统，能实现多种功能自动化

作业，各项流程清晰可见。”调度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最忙的时候，平均每10分
钟就有一趟货车顺利发出，全力保障了
中欧班列安全高效开行。

“多维度”的贸易结构
出口产品四川“本土造”占70%
冷链肉类进口成都占八成以上

在成都铁路口岸宽敞的地面上，到处
可见排列规整的集装箱。吉他、葡萄酒、
饼干、护肤品……货物种类应接不暇。
工人们有的正将一个个货箱装进集装箱
中，有人忙着卸货，还有人正为从俄罗斯
进口的红酒贴上标签，这样繁忙而有序的
场景已是如今青白江海关的常态化景象。

“现在两个人一天大概可以贴1200
瓶葡萄酒的标签，更忙了，但更开心。”工
人们告诉记者，每天看到满满当当的仓
库，心里也十分满足。

“更加多元的贸易结构，铸就了更加
多元的‘朋友圈’。”成都海关所属青白江
海关副关长颜毅明显感受到了货物种类
的变化。刚刚开通成都中欧班列时，更
多的是出口电子信息类、百货类产品，并
且都是面向本地的重点大型企业做“定
制化”服务。

而如今，外贸“新三样”中的新能源
汽车、光伏产品，以及本地特色农产品、
液晶显示屏等各类产品均能搭乘成都中
欧班列顺利“出国”，这其中，有70%都是
四川“本土造”。“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选
择中欧班列来开展进出口贸易。”

在这些产品中，有一项尤其值得关
注——冷链肉类，这是极具优势的产
品。“现在中欧班列进口肉类，成都约占
八成以上，今年进口货值接近4亿元。”颜
毅表示，虽然这无法与海运相比，但这样
把线路做通了，市场也做起来了。

“有温度”的营商环境
全国首创“运费分段结算”

为企业省钱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如果说高效的调度体系、多元的贸易
结构是征服“朋友圈”的硬实力，那么良
好的营商环境则是打出的一张“温情牌”。

“我们给企业当‘会计’，为他们精打
细算，在全国首创推出‘中欧班列运费分
段结算估价管理改革’。”颜毅解释，“分段
结算”，就是通过对境外和境内段运费进
行拆分，将境内段运费从完税价格中扣
除，从而减轻企业的税负，在2019年由四
川创新性推出，并于今年年初入选了自由
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最佳实践案例”。

颜毅告诉记者，从此前的运费计算标
准来看，中欧班列从欧洲国家入境运往成
都，企业实际支付的整段运费并未区分境
外段和境内段，企业将全程运费一并向海
关申报。然而，根据相关规定，进口货物
在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
输及相关费用不计入完税价格，由此可以
明确以换轨作业为分界线，中欧班列的境
内段运费可以从进口完税价格中扣除。

“比如冻肉进口企业的运费很高，能
够扣出来的国内段的运费就更多，每个
柜可能节约一两千元的税费，因为利润
总共也就在一两万元，节约的这笔税费
还是不少。”颜毅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青白江海关已
受理166家企业申报的回程运费分段申
报报关单866票，累计为企业在完税价格
中扣减国内段运费456万元，减征税款合
计76万元。“该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复制
推广，并进行了全品类覆盖，将造福更多
企业。”颜毅表示，这也将不断增强自贸
试验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持
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外国领团走进四川中医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卓玥）11月

13日，由四川省中医药局、四川省外事
办联合主办，四川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
心、彭州市天府中药城管理委员会承办
的第五届“外国领团走进四川中医药”
活动在天府中药城成功举办。来自泰
国、巴西、尼泊尔、德国、澳大利亚等国
驻成都总领事及领事官员代表，以及在
川访问的越南传统医药局代表团30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嘉宾们先后参观了天府中
药城创新中心展馆、天府香疗健康技术
研究院等地。在参观过程中，他们亲身
体验了杵针、推拿及香疗等中医药特色
疗法，对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和神奇疗效
赞叹不已。

“我的背部感到非常放松和舒服，
对于长期感到背部僵硬的我是一个意
外之喜。”巴西驻成都总领事馆卡拉在
体验了杵针后发出感叹。德国驻成都
总领事馆柯雅告诉记者：“知道香疗还
能用于治病，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新
的体验。”泰国驻成都总领事萨克·诺泰
松说，活动让他对四川中医药有了全新
且深入的认识。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朋友圈”再扩大

成都中欧班列已联通境外116个城市

成都铁路口岸。

工人正在为俄罗斯进口葡萄酒贴标签。

成都布局未来赛道争创一批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成都铁路口岸工人们正在装载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