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区、古老的城，两者交汇碰撞，会擦
出怎样的精彩火花？成都北部版图上，青白江
正以其独特的城市魅力诠释出国际陆港枢纽
之城的别样精彩。

行走在青白江，既有城厢古城的千年底蕴
沉淀，也有亚蓉欧国家（商品）馆的现代潮流引
领，还有“中国杯”国际城市定向巡回赛等顶级
赛事热血激情澎湃。多者融合，绘就出青白江
的独特路径——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当前的青白江，正依托成都国际铁路港的
全球辐射力，坚持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科技赋
能、保护优先，加快打造一批“文旅+”新业态
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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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项冠军”到“团体冠军”，县市新城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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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成都8县（市）的“县域”发展小格局还需要进一步

突破，要立足县市新城内联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和城市

新区、外接周边市州的区位优势，借力提升产业发展质

效，拓展产业发展腹地空间

2
县域经济“千县千面”“千县千产”，产业

突围模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发展产业不

必“大而全”，而要“优而特”，最重要的是打好

产业“特色牌”，提升区域品牌“辨识度”

1 3
哪里的营商环境更好，企业和项目往往就会去哪

里。成都县市新城要强化“用户思维、问题导向”，聚

焦政策兑现、融资便利、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企业所

急所盼，以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共性需求：

塑造“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专刊

锦观智库：金堂发力新能源、彭州打造
低空经济、大邑深耕康养旅游……当前，成
都 8 个县市新城整体产业发展情况如何？
如何锚定产业兴县不动摇，因地制宜壮大
特色主导产业，让更多“细分赛道”跑出“单
项冠军”？

彭星：产业强则县域强，推动县市新城
高质量发展，产业必须打头阵。总体而言，
当前成都8个县市新城产业发展呈现“农业
大县、工业小县”的特征，2024年，8县（市）
三次产业结构为8.9∶38.4∶52.7，一产占全市
比重为 66.8%，工业占比为 29.7%。县域经
济“千县千面”“千县千产”，产业突围模式
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发展产业不必“大而
全”，而要“优而特”，最重要的是打好产业

“特色牌”，提升区域品牌“辨识度”，走特色
化、品牌化的发展之路。

坚持“一县一特”，因地制宜壮大优势
主导产业。成都县市新城资源富集，且各有

特色，8县（市）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环境条
件、产业基础等，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
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努力挖掘特色、创造特
色、做强特色，着力打造1—3个特色鲜明、集
中度高、关联性强、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主
导产业。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老
树发新枝”，改造提升县城化工、建材、食品、
家居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的更新，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推
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使县域
传统制造业向好、向绿、向新转变，提升产业
含“新”量、含金量；另一方面，要前瞻培育发
展新兴产业，积极承接中心城区创新溢出，
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精准发力，让
更多“细分赛道”跑出“单项冠军”。比如，发
展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蒲江、金堂
等地以绿道、林盘、川西民居为载体，推出

“骑行+采摘”“民宿+非遗体验”等组合产品，
打造“全域慢游网络”，积极发展体验经济、

银发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
坚持“一县一品”，着力塑造有区域影

响力的特色品牌。成都虽然有部分县市已
经形成特色产业，但多数规模不大、品牌影
响力不强。如都江堰猕猴桃、蒲江柑橘等
特色农产品种植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产
品档次和附加值不高，缺乏名优特新精
品。事实上，许多百强县、千亿县都是依托
提升品牌“辨识度”获得快速发展的，通过
引入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制度等，培育了一
批叫得响的区域品牌。因此，成都8县（市）
要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品牌，围绕品牌
定位、品牌推广、品牌认证等环节，支持县
域及其企业申请专利、商标、地理标志、5A
级景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步将质量
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形成具有
全国全球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品牌，比如推动
邛崃联动大邑、蒲江、崇州按照“产区—产业
—产品”的培育逻辑，壮大邛酒品牌。

▼
单兵突击：让更多“细分赛道”跑出“单项冠军”

锦观智库：每个区县既要立足自身禀赋
单兵突击，也要抱团出击，让区域协同成为
提升发展能级的关键路径。8个县市新城在
产业、文旅、交通、公共服务等领域如何开展
广泛联动，推动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构
建具有区域影响力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彭星：成都8县（市）整体属于“大城市
周边县城”，具备融入超大城市、联动周边
区域的先天优势。近年来，8县（市）站位成
都、面向区域谋发展的意识持续增强，如崇
州与青羊推动航空装备产业协同，金堂与
武侯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展开合
作，蒲江与成华共同推动智能制造协同，县
市新城与中心城区、城市新区的经济及产
业联系不断强化。

对标全国百强县、千亿县，成都8县（市）
的“县域”发展小格局还需要进一步突破，要
立足县市新城内联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和城

市新区、外接周边市州的区位优势，在现有
区（市）县结对联动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机
制，对内推动县市新城与中心城区、城市新
区建立基于市场化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借
势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对外因地制宜深化跨
区域合作，拓展产业发展腹地空间。

一是深化市域结对联动，推动区县共
谋县市新城产业发展。借鉴浙江嘉善县

“飞地抱团”发展模式，深化县市新城与中
心城区、城市新区结对共建，采取“合作共
建”“飞地园区”“托管建设”等差异化模式，
构建“真结对、真投入、真有效”的利益联结
机制。以省级园区或市级特色园区为依托
高 标 准 打 造 结 对 合 作 区 ，加 快 建 设 青
（羊）—崇（州）航空科技产业园、成都高新
西岭科技园等结对合作园区，完善项目迁
移、数据分享等实施办法，协同招引落地一
批产业化项目。

二是强化都市圈毗邻区域协同发展，
拓展县市新城产业腹地空间。参考江苏昆
山市等地积极融入中心城市促进产业错位
协同发展经验，推动县市新城与德阳眉山
资阳交界地带互补互促组团式融合发展，
以川芎、柑橘等县市新城特色产业为抓手，
加快建设彭（州）什（邡）川芎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蒲（江）丹（棱）都市现代农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等项目，“一项目一策”赋能交界
地带融合发展，争取将成都都市圈产业协
作配套项目整体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
同时，借鉴江苏太仓市等地融入和服务超
大城市发展、承接产业和功能外溢方面的
经验，畅通县市新城与成都都市圈的物流、
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交融，前瞻规划布局
跨市域专业市场、物流配送中心，推进电子
商务进农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
向流通，提升县市新城吸引力和集聚力。

▼
抱团出击：内联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外接周边市州

编者按

日前，成都市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

大会召开，聚焦简阳、都江堰、彭州、邛

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8个县市新

城精准发力，进一步激发县市新城发展

活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个县市新城，一头连着成都主城

区，一头连着成都都市圈，既是城市发

展的“底部”支撑、都市圈壮大的“腰部”

力量，更是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8

个县市新城如何单兵突击，因地制宜壮

大特色主导产业，又如何抱团出击，构

建具有区域影响力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本期《锦观智库》采访成都市经济

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枢纽经济

专业首席研究员彭星。

锦观智库：产业等级不高、配套设施不全、镇域经济不强，
是8个县市新城相对突出的共性问题。为实现县市新城高质
量发展，县市新城如何提升配套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塑
造“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品牌？

彭星：一是突出便捷畅达，推动交通网络内联外畅。便捷
畅达的内外交通是百强县、千亿县发展的“标配”。针对成都
县市新城与中心城区路网联通水平不高，存在“通而不便”和
跨市交通“蛙跳”等问题，要持续优化县市新城“向心”交通便
捷度，综合考虑产业布局、人口承载、地产开发和线网效益等
多方面因素，以轨道交通和高快速路为重点，构建与中心城区
快联快通的通勤圈。针对县市新城对外通达性不强、经济活
动半径受限的问题，要注重提升与周边市州、毗邻县市间的交
通通达水平，强化县市新城至重大对外交通枢纽的高效直联，
疏通县市新城至毗邻地区城际“断头路”肠梗阻，探索共建跨
市州快速路，全面提升县市新城对德阳、资阳、雅安、阿坝等毗
邻市州的交通辐射能力，推动县市新城由“过境节点”向“聚势
引流枢纽”转变，变过境“流量”为经济“留量”。

二是坚持提标扩面，推动优质公服资源扩容下沉。优质
的公共服务供给是引人聚产、提升县域经济活跃度的基础条
件。近年来，成都县市新城已初步形成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但
由于常住人口增长缓慢，优质教育、优质医疗等资源实质性

“下沉”缓慢。下一步，要着力推动县市新城公共服务由“基本
满足”向“优质均衡”供给提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配套，推动文化、体育等公共资源在县域合理配置，采用对
口联建、区域联盟、委托管理等多种方式，促进中心城区优质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县市新城优化配置、扩容下沉，
进一步缩小县市新城与中心城区、城市新区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上的落差，不断增强县市新城引人留人能力。

三是聚焦企业诉求，以优质服务厚植营商沃土。在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哪里的营商环境更好，企业和项目往往
就会去哪里。成都县市新城要强化“用户思维、问题导向”，聚
焦政策兑现、融资便利、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企业所急所盼，
推动服务理念、模式、效能迭代升级，以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方面，要瞄准政策保障,推动政策保障

“无落差”，优化“普适性+专项性”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
达县市新城园区和企业；另一方面，要瞄准问题解决，推动问
题解决“零延迟”，持续迭代升级园区“一站式”企业服务中心，
通过资源下沉、服务前移、专员驻点、随叫随到等方式为园区
企业提供“一站式”“零距离”服务，推动企业服务从“普惠服
务”转向“精准滴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仕印 钟文

此前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成都加快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意见》。意见指出，充分发
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支持成都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在全球消费市场的
集聚带动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打造世界文创名城、
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
展之都，加快建设蕴含天府文化特色、彰显公园城市
特质、引领国际时尚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对此，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
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汤
继强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个要素至关重
要：通达全球的国际立体大通道体系和国际消费商
品流通效率。

这两个要素，青白江皆有。不断加密的成都国
际班列构建起联通全球的路网通道，青白江正助力
成都深度参与世界开放格局。

2025 年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新增塔吉克斯
坦杜尚别、西班牙巴塞罗那、摩洛哥丹吉尔等5个境
外城市，成都国际班列连接境外城市达123个。

在国际消费方面，近年来，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
区重点打造“又快又稳”的国际通道网络。持续拓展
成都国际班列西进欧洲、北上蒙俄、东联日韩、南拓
东盟的国际通道网络。“蓉欧速达”明斯克班列实现
了“周周班”，时效压缩至10天，较常态化线路时效
提高30%，为川货出川、蓉品出海提供高效通道。

国际范，是青白江特有的城市标签。这里是中
欧班列（成渝）始发地、成都国际铁路港所在地，叠加
自贸区、综保区、经开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等多项金字招牌。

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青白江深化国际合作交
往，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承办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篮球赛、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
分会场，国际A类赛事跑酷世界杯、室内五人制足球
国际锦标赛首次落户。近5年共举办国际级、国家
级活动70余场，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名
外籍运动员和艺术家来青白江交流。

此外，青白江促进国际消费，依托对外开放优
势，亚蓉欧国家（商品）馆打造法国、德国、意大利等
35个国家商品（文化）体验馆，红酒、美妆、箱包等跨
境优品琳琅满目，形成全省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价
格最优的进口商品嗨购地。引进《天鹅湖》《胡桃夹
子》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艺精品。

下一步，青白江区将坚持“文旅+百业”“百业+
文旅”融合式发展思路，发挥全区工业基础优势，推
动文旅与制造、商贸、科创和重点文化遗产保护开
发、演艺赛事、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通过全域全业
态融合，不断催生具有青白江特色的文化旅游新场
景新模式。 青轩 文/图

青白江区充分利用城厢古城内原有的天马轴承厂厂房，经
过精心规划与改造，打造了数字影视基地项目。项目总面积达
到15000平方米的场地将建设多个功能区，包括现代化的电影
棚、前沿的XR虚拟棚、灵活的绿色与黑色摄影棚、专业的汽车
摄影棚、逼真的实景棚以及规模宏大的道具库等，全面满足数字
影视制作的高标准需求。

文旅深度融合，不只是外部特征，更是构建文旅产业体
系的关键支撑。青白江的数字影视基地项目便是很好印证。

这样的印证，在青白江有迹可循。近年来，聚焦文体
旅游及文创产业重点产业链，依托良好的工业制造基础，
青白江区吸引北、上、广、深等地优质文创及周边产品生

产制造企业，补齐产业短板。
外引与内培同行。培育做强本土企业方面，青白江区整合

辖区文创资源，充分发挥蜀绣、面塑、根雕等非遗技艺，推出原创
IP及代工IP衍生品生产制造；支持文旅制造企业尖峰旱雪“金
针菇”雪毯拓展冰雪经济，大鹅体育、成都成羽联合打造西部羽
毛球智造高地；活化利用工业遗存，建设集高端演艺、人文交流、
文旅融合于一体的亚蓉欧文化枢纽。

此外，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青白江将深化国际合作交往，
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做强亚蓉欧国家（商品）馆集群，高
效运营法国、德国等35个国家（商品）馆，扩大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商贸文体合作。持续举办 TST 国际街舞邀请赛、蓉欧
大学生自行车挑战赛、国风体育运动季、樱花赏花季等活动，
引进国际艺术节、音乐节、电竞赛事等高流量项目，带动文旅
消费增长。

以“链”动全球的辐射力
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青白江青白江青白江：：：

青白江区历史文化悠久，是古蜀“三都”之一的
“新都城”所在地，拥有成都平原唯一传承千年的县域
“龟背制”格局古城，也是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屯兵之
地。现代工业文明底蕴深厚，是国家“一五”期间因工
业而生的城市，走过了“因厂建区”“因工兴区”的历史
进程，铸就了现代工业文明的钢铁脊梁。对外文化交
流窗口优势突出，是成都国际铁路港所在地，承担着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多重国家
战略使命。

前不久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审议通
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决定》，深度融合发展成为
未来四川文旅产业发展的引擎。今天，成都市召开市
委十四届七次全体会议，聚焦以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
合发展塑造全市文旅产业新亮点，发力建设世界文化
旅游名城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青白江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有着深厚历史
底蕴的青白江探索走出新路径。目前该区正着力培
育数字文创、历史文博、文体演艺、文旅装备制造、商
贸旅游五大主导产业，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窗
口，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城厢古城，2025年“成都十大文化新地标”，正以
全新的面貌回望历史。当地以文化赋能+沉浸式演
艺，挖掘城厢古城千年优秀文化，修复“4街32巷108
院落”龟背制城市格局，推出环境戏剧、城厢大庙会等
演艺场景。得益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厢古城荣膺全
省首个“文物保护利用优秀项目”。

资源深度融合的底蕴使然

产业建圈强链的路径探索

国际范的青白江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