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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量的积累迈向
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

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2024年 11月 7日，由成

都本土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经
口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全球首
例声门区肿瘤切除术。2024年
10月28日，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实
现零的突破。目前，该产品为国内
唯一真正拥有人形机器人“最强
大脑”的超轻量级人形机器人整
机产品。这些高能级科创成果
的撷取，离不开成都持续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不断在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的努力。
科研资源处于全国城市第一方阵的成都，在城市创新版图

中已聚集起的科技创新“基本盘”。在构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方
面，成都也在加码——高水平打造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
心，高标准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一核四区”，协同打造成渝绵

“创新金三角”、成德眉资创新联合体，创新策源能力不断增强。
2024年，成都再次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全市科技创新工作

的“一号工程”，实施“科创天府·智汇蓉城”科技成果转化行动，
让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以旧换新
撬动市场拉动活力

以旧换新，成为成都消费市场的关键驱动力。从存量中挖
掘增量，让市民直接享受到“真金白银”的优惠，企业也在消费
热潮中迎来新的机遇。

成都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持续推出四轮“汽车
消费奖励”活动，合计申请超8.2万笔，拉动汽车消费超158亿元；截
至2024年12月18日21点，四川省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中，成
都市产生补贴申请超277万件。四川省“蜀里安逸·焕新生活”家
居家装消费券活动中，成都市1500余户商家参与，直接拉动消
费超5亿元。2024年12月12日，成都3C数码产品消费券活动开
启，截至12月18日，已核销消费券3万张，直接拉动消费1.7亿元。

以旧换新，一头撬动消费市场，一头拉动经济活力。除了
汽车、家电等消费品，成都接连发放多轮消费券，不断将市场消
费活力推向高潮。流量聚起来、人气热起来、消费旺起来，消费
场景持续升温。

对外开放
8000万人次和“百万吨级”意味着什么？

2024年11月28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年旅客吞吐量正式
突破8000万人次。这意味着，仅用了一年时间，成都就再次完
成年旅客吞吐量的千万级跨越，稳坐中国内地航空第三城，跻
身“全球航空大都市二十强”。

时隔一月不到，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再次迎来新
突破——货邮吞吐量突破 100万吨。这是继上海、北京、广
州、深圳之后，中国内地第5个、中西部第1个年航空货运量达
百万吨级的城市。“100万吨是货邮吞吐量规模化的第一个台
阶。”成都市口岸物流办副主任刘学军表示，从货邮业态结构
看，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处于上升趋势，生鲜进口大
幅增长，中转业务开始发展。

2024年以来，成都依托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两翼齐飞”，发挥“1+1>2”的协同联动效应，让这座城市的
国际航线广度、航班密度得到“双提升”。不仅旅客往来更加频
繁，货运市场也欣欣向荣。挪威三文鱼、加拿大珍宝蟹、泰国山

竹、马来西亚榴梿、智利车厘
子……越来越多的“外籍鲜货”
出现在了成都人餐桌上。交通
之外，开放的成都，“朋友圈”也
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际盛
会、赛事和文化、经济交流活
动，为世界友人打开了一扇了
解中国的窗户，展现出成都
国际化大都市的独特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图据新华社第二十七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现场。

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
进百尺竿。2025年是“十四五”
规划收官之年，更是“十五五”
规划谋划之年。成都，如何向

“新”而行，乘势而上？
回望2024年，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制造业不断向新

而行、消费新场景迸发新活力、对外开放成果频频上“新”，我
们在这些“热辣滚烫”的拼搏场景中，梳理出5个经济动能“密
码”，它们可以揭示成都底气所在、潜力所在。

进万企
城市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回看整个2024年，成都市从9月开始，全面开展“进万企、
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常态化服务企业工作，为成都全年的
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在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的当下，成
都全市上下以“进万企”的决心和魄力，展现着成都的责任和担当。

进企业，强的是发展信心。“产业主体是企业”。只有真正
站在企业角度解决问题难点，才能有效提升企业面对挑战的信
心和决心。“成都政企微信交流群”，为企业打开了“永不关闭”
的沟通之门。这个几百人的微信群里，成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市委常委、副市长、区（市）县“一把手”、经济部门主要负责
人24小时听取意见、研究解决。300余家龙头企业负责人，随
时提建议、提诉求。企业“下单”，部门“接单”。而类似的群，成
都23个区（市）县都有一个，已覆盖了上万家企业。

有企业反映自身“未被‘上规’支持政策覆盖”，成都市8部
门深入研究后，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上规、上榜、
上云、上市”提质发展的政策措施》，将“上规”奖励从工业企业
扩大到服务型企业、批零住餐企业、建筑企业。多家企业反映
工程项目审批要求多、流程长，成都东部新区简州新城一方面
创新性地简化程序，让审批流程合理“瘦身”，另一方面还推出
《企业服务一本通》作为“服务宝典”，让一个问题的“解剖”，变
成一类问题的“解决”。

纾困解难，企业堵点被打通；有需必应，市场信心被点燃；放
手创新，改革氛围愈加浓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9
日，全市共走访服务企业5.74万户，线上线下联动收集急难愁盼
问题和诉求建议1.91万个，办结1.89万个，办结率98.77%。

立园满园
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园区，是产业经济的“主战场”，承载了产业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在成都，可以看见的是，一批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园区
正在快速发展，有贡献了全市14.5%经济总量的成都高新区，
还有形成千亿级轨道交通、百亿级卫星互联网等产业集群的金
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展现出成都产业发展生机勃勃的态势。

2024年10月，成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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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再度提
出，大力开展“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
加快打造一批现代化园区。

落户于天府现代种业园的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被称作
种业的“诺亚方舟”，中心库可保存各类种质资源188.4万份
（剂），同时聚焦对种质资源基因的鉴定和分析，育成新品种和
改良品种，全面推动四川种业发展。在这个园区，通过引育川
种种业1家链主企业，吸聚先正达、荃银高科、丰乐种业等种业
及关联企业28家，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联动的良性循环。

园区兴则产业兴，园区强则经济强。阵地在园区，持续新
动力也在园区。

科技创新
用科技成果撬动产业经济发展

2024年，成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第23位；在“2024
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TOP100”榜单中，成都排名全国第8位；

2024年1-9月，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37.33
亿元，全市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总数达19家，排名全国城市第7
位；在蓉科研团队牵头或参与的“悬链线光学”等20余个科技项
目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数”读成都科创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