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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提能级攻坚
促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集群提能级攻坚方
面，《成都市制造业园区“产业集
群提能级攻坚”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制造业园区行动方案》）明
确重点任务和目标，提出包括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产业集
群化发展、实施企业梯度化培
育、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
园区特色化发展等6个部分共
19条举措。

《制造业园区行动方案》提
出，将实施产业集群提能级攻坚
三年行动，到2025年，成都全市
园区工业总产值目标将达到1.8
万亿元、2026年达到1.9万亿元、
力争到2027年底突破2万亿元。

《制造业园区行动方案》明
确，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着力
构建以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架构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
绿色食品、先进能源6大特色优
势产业扩量提质，推动下一代移
动通信、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
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未来产业创
新发展，打造产业增量“预备
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未来产业集群。

做大园区产业规模，成都支
持国家级园区示范引领，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突出科技成果转
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断增
强创新策源引领和行业示范带
动作用。

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鼓
励多元社会主体以“园中园”形
式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以优势
赛道和龙头企业为核心，推动产
业集聚、打响园区品牌，利用三
年时间在全市打造不超过30个
特色产业园。

加强“镇园之宝”企业培
育。支持重点工业企业、行业领
军企业、增长潜力型企业，整合
产业链生态资源，力拓国内外市
场，加快向百亿和千亿晋阶，增
强园区企业支撑能力。

在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方
面，《制造业园区行动方案》提
出，推动企业智能化发展。深入
推进“智改数转”，加大企业数字
化转型、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力度，
推动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
新，支持企业上云发展，到2027
年，力争培育智能工厂100个以
上、数字化车间300个以上，建设
国家“5G+工业互联网”试点，打
造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园区。

“一园区、一规划”
构建“3+22+N”产业园区体系

产业园区作为实体经济的重
要承载主体，是推动产业创新发
展的主要引擎、主要阵地。近日，
《成都市产业园区“园区优化强承
载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产
业园区行动方案》）正式出炉。

《产业园区行动方案》明确，

成都将优化产业园区梯度布局
体系，将以发展制造业、生产性
服务业为主的园区整合纳入国
家级、省级开发区，以发展商务
商贸、文化旅游、农业为主的园
区设置为市级园区，全市构建

“3+22+N”产业园区体系，并进
一步优化调整全市产业园区空
间地理布局，精准划定产业园区
空间边界。

对标对表国际国内一流园
区，成都将编制《产业园区五年
发展规划》，绘制产业图谱，提出
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实现“一
园区、一规划”。为实现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化，产业园
区将围绕“四链”融合发展、“镇
园之宝”引培、招商引资促进、园
区服务保障等核心工作，搭建通
用数据底座。

园区如何成为孕育企业的
沃土？解企业所需、答企业所疑
是基础保障。《产业园区行动方
案》从供地、能源、交通、物流等
方面提供充分支持，满足企业发
展需要。强化产业园区用地供
给保障。《产业园区行动方案》明
确，实现工业用地100%“标准
地”出让，开展存量低效工业用
地清理整治行动，提高产业园区
使用存量用地比重。

在优化产业园区能源保障服
务方面，《产业园区行动方案》提
出，将建立重大产业项目能源建
设保障服务工作机制，“一园一
策”制定产业园区能源电力保障
方案，加快推进电网项目建设，推
广多形式用能、节能举措，降低企

业用能成本。
园区如何让人城产共融？

《产业园区行动方案》从住房、教
育、医疗、环境等方面发力，打开
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在提升产业园区住房保障
水平上，成都将加强产业园区人
才安居服务，按需规划布局建设
人才公寓，有序推进人才公寓项
目建设；在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方
面，成都将建设一批服务园区的
教育设施，引导重点园区链上企
业与市属高职院校开展合作共
建，深入推进“园中校”“校中厂”
办学模式；在提升优质医疗资源
集聚上，成都将针对性配置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等多层次医疗卫
生服务资源，加快推进医疗资源
项目建设。

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五年打造五个百亿级农业园区

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近日，成都市出
台《成都市农业园区“产业集群
提能级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农业园区行动方案》），提出
将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四
链”深度融合、竞争能力突出、运
行机制高效的现代农业园区。

根据目标，力争到2025年
底，园区营业总收入提高5%，建
成百亿级园区1个，园区内城乡
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75:1；到
2027年底，园区营业总收入提
高15%，百亿级园区达到3个，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2:1；

到2029年底，园区营业总收入
提高20%，百亿级园区达到5个，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1。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
《农业园区行动方案》提出，成都
将积极引育“镇园之宝”，瞄准世
界农业500强、中国农业500强、
年营收10亿元以上企业、细分领
域全国排名前10的头部企业或
上市农业企业等，力争每个园区
到2025年底前引育产业能级高、
区域影响力大、产业链上下游带
动力强的“镇园之宝”1-3家。

提升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
是关键。

根据《农业园区行动方案》，
成都将充分发挥成都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作
用，解决种业种源、高端技术和
新型装备等“卡脖子”的难点。
支持每个园区建立实质性运转
的科研服务平台；支持企业自主
建立科创中心，开展自主研发和
科技成果转化，到2025年底，每
个园区至少建成1个科技研发
应用核心区。

此外，《农业园区行动方案》
还对促进农民增收提出了要
求。成都将创新联农带农模式，
通过保底分红、二次分红、订单
农业等方式，确保园区内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
在区（市）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幅；支持村集体以出租、合
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联动企
业对乡村资源资产开发经营，到
2025年底，力争实现园区内所有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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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载体，产业
园区以集聚的资源
优势和显著的龙头
效应，成为推动城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阵地。

园区兴则产业
兴，园区强则产业
强。此前，成都在
全市产业园区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
明确，开展“优化
提质、特色立园、
赋能增效、企业满
园”行动，实施产
业集群提能级攻
坚、科技创新促转
化攻坚、扩权赋能
增活力攻坚等重
点攻坚任务。

如何点燃产业
园区这一主引擎？
近日，成都相继出
台《成都市产业园
区“园区优化强承
载攻坚”行动方案》
《成都市制造业园
区“产业集群提能
级攻坚”行动方案》
《成都市农业园区
“产业集群提能级
攻坚”行动方案》，
为产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定下“路线图”
和“施工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罗田怡

连续出台《行动方案》

成都明确产业园区攻坚“路线图”“施工图”

天府粮仓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丰收
景象。
图据天府粮仓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