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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4家，工
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1个，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1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22
家，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87个……
2025年是成都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立
园的第一年，立下了实现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6.0%以上的发展目标。

近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正式
启动“新技术·新动能·新未来”——致
敬2024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采访
活动，寻找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时
代标杆。记者对话成都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党工委委员、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筹备组副组长文移帆，寻找园区向新
前行的蓬勃动能。

科技创新的主引擎
建设国内一流高端电子装备集聚区

2024年12月，位于郫都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的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作为隐身材料领域的单项冠军，佳
驰科技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在隐身材料
的薄型化和轻量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突
破，其生产的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产品
已布局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的重点
型号和重点产品。

以成都佳驰电子为例，郫都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的科创基因可见一斑。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正在
成为城市进化的核心动能，也是郫都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定位。

文移帆提到一组数据，园区现有规
上工业企业294家，2024年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407.6亿元，分别约占全区的
85%和87%。“同时，园区拥有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87个，占全区的60%以上。”文移
帆表示，园区是郫都科技创新的主引擎，
也是工业发展的主阵地，聚焦电子信息、
绿色食品、装备制造和新材料四大主攻
方向，正积极建设西部科技协同创新示
范区、国内一流高端电子装备集聚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川菜产业发展引领区。

据悉，依托中电科、华为、京东方、
佳驰科技等本地龙头企业，园区已落地
中电科四威产业基地、成都智算中心、
东材科技等重点项目，聚集电子信息产
业规上企业75家，产值约91亿元；融合
产业企业91家，产值约150亿元。

同时，园区与成都高新区协同共建
1361亩“电子信息产业园”，引入东材科
技等6个项目，2024年跨区域项目贡献产
值超80亿元，实现“1+1＞2”协同效应。

立园第一年
确定四大主攻产业方向

去年10月以来，成都大力开展“立

园满园”行动，化解部分园区在空间布
局相互交叉、产业布局存在重叠等问
题，进而引导资源与企业朝着符合产业
布局的园区集中。

成都市郫都区快速整合成都现代
工业港与中国川菜产业城两大园区，成
立了规划面积达18.6平方公里的郫都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

2025年是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立
园的第一年，园区如何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文移帆透
露，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园
区确定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
料、绿色食品”四大主攻产业方向，以及
新型显示、复合调味品、氢能装备等12
个垂直细分领域，形成全区工业发展的

“412”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更聚
焦、领域更专业。

在电子信息板块，利用29所链主效
应，积极导入中电科集团等产业资源，
推动形成特定领域产业集群。同时，深

化与高新西区协同协作，围绕京东方、
华为、华虹等龙头企业，引进新型显示、
先进封装配套项目，做强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

在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板块，打造氢
能装备创新场景，力促氢能装备产品推
广应用。全力推动清陶新能源二期项
目6月开工，深挖清陶能源电芯和PACK
材料供应商。

在绿色食品板块，针对国内市场，
拍摄川菜主题系列短剧；针对国际市
场，运用“跨境电商+海外仓”推动出川
出海。文移帆透露，2025年园区目标
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0%以
上，营收突破600亿元，规上工业突破
300家。

推动制造业“智改数转”
今年力争新打造智能工厂3个以上

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作为拟创建
省级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新是园区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围绕科技创新，园区
将如何发力？

文移帆表示，2025年将重点围绕
加强专业支持、推动成果转化和实施
智转数改等内容开展工作。园区已经
组建专家顾问团，推动高校科技成果
在郫都转化，还将在园区搭建电子科
大、四川大学、西南交大、西华大学四
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全
力推动制造业“智改数转”。依托华为
（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和中国电
信等移动运营商，今年将力争新打造
智能工厂3个以上、数字化车间8个以
上。到2026年园区将实现规上工业企业

“智改数转”全覆盖，重点产业深度覆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3月25日，在中国水周期间，成都市
水务局联合成都环境集团举办“智水共
生·AI赋能未来水生态”媒体开放日活
动，探秘覆盖“原水-供水-排水-净
水-治水”全链条的智慧水务系统。从
数字孪生水库的无人机巡航到地下管
网的“微创手术”，从AI客服的“秒级响
应”到隧道空间的“火眼金睛”，成都以
科技创新重塑水生态治理模式，为超大
城市智慧治水交出“成都答卷”。

科技保水
智慧水网保市民用水无忧
25日早上9点，李家岩水库数字孪

生平台搭建的无人机正沿库区航道自
主巡航，项目现场施工的高清画面实时
传回到50余公里外的应急指挥中心。

据悉，李家岩水库数字孪生系统打
造了四川省在建水利工程首个贯穿施
工、运维全生命期的数字孪生水库工程
案例，系统集成水雨情、水质、工程安全
等监测数据，通过遥感测绘、水利专业
模型、视频AI分析等技术，实现“一屏观
水库、一图管全域”，为超大城市应急水
源安全装上“智能保险”。

另一边，在成都环境集团自来水公
司调度中心大屏上，“智慧水务系统”实

时跳动的数据流揭示着超大城市供水
的“精准密码”：在上游来水处布设19个
水质监测点，构建起24小时全天候水质
监控网络，可提前8至20小时预警水质变
化；深度融合多种算法预测未来水量需
求，每小时自动迭代修正，确保供水方案
与实际需求高度匹配；国内首创的智能调
度模型精准感知管网压力，智能分配各供
水节点水量，调度指令采纳率达97%以
上，实现了从水源取水、水厂生产、管网
输送到用户供应的全流程智慧化管控。

“我们还在全域布设了191个压力
监测点、22个水质监测点、45个流量监
测点、50个漏水噪声监测点，可全面感

知11000公里供水管网，实现快速响应
爆管应急处置。爆管抢修30分钟到场、
24小时内恢复供水。”自来水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科技治水
水质实现“机器人检测”
机械臂轻巧夹起样品瓶，自动流转

单元将样品进行精准传输，智能分析系
统同步完成总磷、总氮、COD等多个监
测指标的高精准全自动化检测……在
成都环境集团排水公司水质智能分析
实验室里，5项水质指标检测全程不见
人影，唯有AI“化验员”在默默值守。这
座“无人实验室”通过5大自动化单元协
同，实现了从样品分液、前处理到检测、
清洗全链条无人化操作，日处理样品量
达100个，效率提升200%。

除了机械臂“无人检测”，兴蓉环境
“水务环保一体化智慧运营平台”构建
起“治水云脑”，将中医诊疗理念融入系
统，以“望闻问切”为核心，日处理数据超
3.2亿条：通过“望”模块实时呈现70座厂
站关键点位8秒刷新的生产画面与数据；
借助“闻”模块的智能算法，30秒内即可
锁定COD突增等异常并触发双通道预
警；依托“问”模块1800余个专家案例库

与三级“云端会诊”系统，实现跨地域工
艺难题的秒级响应；而“切”模块通过AI
镜检技术，可提前7天识别丝状菌异常
增殖趋势，将水质风险化解于萌芽。数
据显示，平台上线三年来，管理的60余
座污水厂保持水质超标“零事故”。

科技管水
精准捕捉管网“血栓”

作为城市静脉，排水系统尤为重要，
如何用科技手段推动管网健康？据了
解，成都“智慧排水综合管控平台”通过
1449个液位计、182个电导率仪，构建起
7600公里管网的“神经网络”，通过智能诊
断算法分析可以精准捕捉管网“血栓”。

发现问题，如何处置？在文兴北路
管网点位，兴蓉市政公司技术人员将搭
载高清摄像头的检测机器人，放入地下3
米污水管道内部进行病害检测。在高清
镜头下，即使0.5毫米级的裂缝也无处遁
形。发现问题后，非开挖机器人便会开
展“外科手术”。机器人配备混凝土破碎
刀头，1小时就可以完成1.2米长的满堵
管道疏通，无需开挖地面即可高效疏通
被建筑废料堵塞的地下管网，极大方便
交通出行并降低维护成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柴枫桔

成都水务环保一体化智慧运营平台。
成都环境集团供图

以科创作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向“新”而行

探秘成都智慧水务系统

可提前8至20小时预警自来水水质变化

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郫都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