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5年3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医药+智能装备双轮驱动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孵化企业1200余家
近年来，成都市龙泉驿区向“新”而

行、追“新”逐质，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加快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环境，重
点布局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未来产
业。自2012年开园以来，超1200家企业
在这里“拔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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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走进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探
寻园区的发展之道。

累计孵化企业1200余家
打造服务全生命周期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是区域
内首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已
累计孵化企业1200余家，毕业企业80
家，目前在园企业461家：包含高新技术
企业59家；科技型企业421家。园区企
业知识产权申请5697件；知识产权拥有
4252件。

园区一期聚焦医药大健康和智能
装备两大领域，以建设高品质科创空间
为目标，秉承“贴心服务·柔性创造”的
服务宗旨，现已形成“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全生命周期载体。从工商注册
到设备共享、市场开拓、人才招聘等，园
区都有1对1管家为企业提供服务。园
区二期聚焦生命科学，新增25万方现代
化生产厂房、人才公寓、污水处理厂等
硬件设施设备，实现全产业链条布局，
为医药智能装备等新兴科技产业注入
澎湃动能。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园区产

业总经理刘芮郗表示：“如果说企业的
发展是一场马拉松，那企业就是运动
员，园区就是为运动员清扫障碍、补给
能量。”对于园区而言，不仅是承载企业
从孵化器到成长期，更希望企业有机会
能在园区实现产业化。

“园区最大的优势是产业孵化和产
业招商。”刘芮郗介绍，园区非常关注产
业协同发展，以医药大健康为例，园区
已积累了包括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多
家企业。“企业能非常容易在园区内找
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时常出现一个
项目，园区内的几家企业搭伙干。”此
外，园区提供的中试平台有8条生产线，

“共享经济”模式能有效缓解初创型企
业的生存压力。

园区出租率达97%
管家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

什么样的企业能落地园区？刘芮

郗介绍，园区会对企业进行评审，“除了
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外，我们都是敞
开怀抱迎接每一个生命力。”据悉，园区
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7%以上。

成都众芯源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在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里扎根
了5年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林洁介
绍，企业聚焦于芯片的研发，企业规模
已从5年前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扩张
至1000平方米，还预订了孵化园二期的
办公区，年营业额也从10余万元提升至
2000万元。

“园区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支
持，不仅仅是体现在物业服务方面，比
如学习最新政策、资质申报等，都是园
区帮我们处理。”林洁告诉记者，今年
上半年，他们或将拿到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林洁看来，园区内企业管家的定
期回访非常有意义。“园区能直接了解

到企业的需求，并做相关对接工作，而
不是不闻不问，让企业‘闭门造车’。”
在林洁眼里，园区管家和企业也是一
家人，在创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园
区工作人员嘘寒问暖，鼓励他们一路
前行。

打通校企合作“最后一公里”
打造西部开放经济新标杆

在人才培养方面，园区与周边的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合作，
年输送2万至3万名专业人才。刘芮郗
说：“比如让他们走进检验检测企业，
真真正正给学生提供就业实习机会。”

今年3月，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
园携园区科技企业巨恒环保、亚铁科
技等在成都大学举行专场招聘会，提
供数十个优质岗位，覆盖研究生、本科
生及专科生多层次人才需求。吸引超
7500名应届毕业生参与。

记者了解到，园区还设立了“诺贝
尔奖得主工作站”，引进国家、省、市、
区高层次人才和各类海归创业人才及
高学历股东人才等400余人。在园13
名国家及省市级创业导师，提供政策
申报、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等
36项专项服务，年均举办50+行业论
坛、活动及双创赛事。

刘芮郗说：“未来，园区将持续联合
更多高校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实习实
训基地共建等合作，打通校企合作‘最
后一公里’，助力企业招才引智。”接下
来，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还将以

“国家级平台+国际化生态”为定位，深
度融入成都市跨境电商行动计划，打造
西部开放经济新标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月

3月26日，甘孜州乡城贡札100万
千瓦光伏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
是2025年四川省重点项目，由四川能源
发展集团下属四川川投新能源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其为四川省属企业单体
装机规模最大的光伏项目，总投资约45
亿元，装机容量100万千瓦。

2027年项目建成投产后，1400个
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光伏”项目将出现
在甘孜州乡城县正斗乡顶贡大草原上，
阳光照耀之下“光伏”项目闪耀光辉，犹
如镶嵌在高原之上的龙鳞，而夜晚来
临，预计年平均发电量21亿千瓦时，能
满足超83.2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81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208万吨。

攀登4400米
建造世界屋脊上的“光电长城”

川投新能源总经理刘亮介绍，甘孜
州乡城贡札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场址
横跨海拔3900米至4400米的高寒草
甸，年均日照时长达2300小时，太阳能
资源丰沛，但稀薄的氧气、冬季零下
25℃的极寒天气，以及每年不足5个月
的有效施工期，让这里成为光伏建设的

“魔鬼考场”。
面对挑战，工程团队创新采用“平单

轴+固定式+柔性支架”组合结构。在坡
度超过30度的区域，柔性支架通过预应
力钢索实现地形自适应，将光伏板倾斜
角度精准控制在10°至15°之间，既最
大化吸收阳光，又避免积雪堆积。刘亮
说：“这种设计使土地利用率提升20%，
支架材料用量减少15%，整体造价节约
近1.2亿元。”高海拔施工的人力管理同
样考验智慧。项目高峰期需投入6000
名建设者，但高原反应导致劳动效率下
降30%。为此，指挥部建立“阶梯式适应

性训练”机制：新进场人员在3000米营
地适应3天后逐步登高，并配备智能手环
监测血氧饱和度。同时，预制装配式技
术的应用让桩基安装效率提升3倍，模块
化升压站设备在成都工厂预装完成，高
原现场仅需72小时即可拼装投运。

草光共生
21亿度绿电背后的生态经济学

当14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光伏
矩阵铺展在顶贡大草原，如何在发电与

生态保护间找到平衡，成为项目的核心
命题。项目团队独创“草光协同系统”：
光伏板支架抬高至2.5米，板间保留1.2
米间隔，确保草甸获得充足散射光。当
地牧民惊喜地发现：光伏板下的牧草比
外面长得更茂盛，羊群喜欢在板下遮
阴，体重增长快了。

技术创新同样服务于生态保护。
在光伏矩阵中，隐藏着3000个微型生态
监测站：土壤湿度传感器每半小时上传
数据，防止板下土地沙化；红外相机捕
捉藏羚羊活动轨迹，自动调整清洗机器
人作业时间；光伏板背面涂覆的光催化
材料，可分解大气中的氮氧化物，相当
于每年种植30万棵树。这种“发电-固
碳-生态修复”三位一体模式，正在申请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最佳实践案例。

刘亮介绍，当前，总装机40万千瓦
的马尔康大藏光伏项目、总装机21万千
瓦的普格西洛光伏项目等建设正在稳
步推进，均计划今年并网发电。而乡城
贡札光伏项目的意义远超电力生产本
身，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链激活——
项目采用的N型TOPCon组件、智能运
维机器人等设备，带动成都、德阳等地
形成从硅料提纯到智能运维的完整光
伏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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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受访者供图

开工现场。川投新能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