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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服
务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支持扩大内需，2022 年成
都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昨日，记者
从市发改委获悉，去年成都优质主体企业债券获
批额度和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分别位列全国副省
级城市第一和全国城市第一。

近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
2022 年全国企业债券申报发行成功的 387 家企业
中，评选出 15 家“优秀企业债发行机构”，成都高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
家企业上榜，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来
蓉为上榜企业现场颁奖。

2022 年，成都市发改委持续做好全市企业债
券申报发行和存续期管理服务工作，助力全市稳
经济大盘，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三个做优做
强”，切实为成都国有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工作再添实效。

据统计，2022 年成都获批 11 只企业债券，额
度达到 166 亿元，获批额度占全省 63%。其中，优
质主体企业债券获批额度总计 85.5 亿元，位列全
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企业债券发行 32 期，发行期
数再创历史新高，发行规模 280.9 亿元，占全国同
期发行总规模的 7.73%，位列全国城市第一。全
年成都市未发生企业债券本息兑付风险。

据悉，2023 年成都市发改委将持续贯彻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企业债券工
作要求，继续发挥企业债券服务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债券支持扩大内需作用，进
一步提升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MRO机库雏形已现
空客项目确保9月份完工

“钢结构施工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 ，就像你看到的 ，这就是
MRO 机库，届时将能停放两架全
球最大的空客380客机。”指着眼前
正在焊接的空中钢架，空港兴城公
司现场负责人孙宗强介绍说。

在 MRO 机库旁边，发动机库
房、动力站、办公楼、宿舍、餐厅等
配套设施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工人
们忙着绑扎、焊接钢筋。孙宗强介
绍，空客项目目前正进行机坪土方
和建筑基础、钢结构施工、已完成
土石挖填量的 60%，建筑物基础施
工的 80%，项目计划于 5 月完成建
筑主体施工，6 月大型设备进场安
装，8 月完成总平施工，9 月 30 日竣
工移交，11月中旬投运。

“即使春节期间，我们的项目
也没有停工，快速推进工程进度。”
双流航空经济区管委会功能区建
设部部长、项目工作专班规划建设
组长李佳春告诉记者，空中客车飞

机全生命周期项目是空客公司在
欧洲之外布局的首个飞机全生命
周期服务项目，也是中欧航空航天
合作的重大成果，项目将围绕退役
飞机打造“四中心一平台”，包括停
放维修中心、升级改装中心、客改
货中心、飞机拆解中心和二手航材
结算平台。

重大项目集中动工
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人勤春来早，把握经济工作主
动权，恰在抓早。

2 月 6 日上午，双流区一季度
“三个做优做强”重大项目集中动
工仪式在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双
流片区）举行，吹响了冲刺一季度

“开门红”的冲锋号。
现场，包括双流国际机场提质

改造项目、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件
研发及制造项目、民航机载设备
创新中心项目等 10 大项目精彩亮
相，预计总投资 117.6 亿元。记者
观察到，本次集中动工的多个项
目与航空经济紧密相关，既有直

接推动航空产业发展的功能平台
型、总部经济和供应链项目，也有
事关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中，四川机场集团计划对双流
国际机场进行提质改造，主要对
双流机场现有飞行区、航站楼及
配套设施等进行提档升级。民航
机载设备创新研发中心将建设成
都机载设备适航审定中心办公大
楼、企业服务中心、机载设备企业
研发创新大楼等产业载体，计划
2025 年 10 月建成。

“我们手中已经有 3 个项目正
在审定中，还有 8 个项目等着入
库。”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
成都机载设备审定分中心组建负
责人、临时党支部书记郑雪峰透
露，项目将和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
心、中国民用航空航油航化适航审
定中心、民航西南地区医学中心等
功能平台一道，为航空运营、航空
制造维修等产业赋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
耀 文/图

建强“融合发展”承载体
打造“两业融合”示范区
——探访“三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之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

物流产业园

聚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建设

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目有望年底完工

2月11日，周末与春雨结伴而
来，空气中透着寒意，位于简阳临空
经济产业园的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
目却传递出另一种“热度”：项目在
正月十五后全面复工，各作业面施
工均已铺开，正以楼栋为单位细化
工期，按照工程节点倒排工期，确保
今年底项目建设基本完成。

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目是目前
中通在国内布局的最大区域总部项目：总投资20亿
元，占地面积约400亩，规划建设中通西南总部大楼、
研发中心、电商孵化中心、结算中心、智能化快递、快
运分拨中心、智能仓配云仓、航空中心、冷链西南中
心等主体和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建设于2022年4
月启动，目前建设进展如何？按照规划何时完工？
项目建成投运后，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昨日，位于成都市“三个做
优做强”重点片区的成都国际
空港经济区（双流片区）内，空
中客车飞机全生命周期项目现
场塔吊林立，机械、人员有序运
转，一片繁忙的景象。

紧邻空客项目，民航机载
设备创新研发中心刚刚在3天
前宣布开工，将和片区的其他
项目一起，构建起成都国际空
港经济区（双流片区）新的功能
支撑。新春伊始，成都国际空
港经济区（双流片区）便启动新
一轮开工、建设热潮，营造出开
局就是冲刺，起步就要争先的
浓厚氛围，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创新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空港
表达。

对话建设者

双流航空经济区管委会副主
任、双流综保区管委会主任蒲钊胜
表示，作为成都市24个重点片区之
一，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双流片
区）将通过联动空港商务区和环港
生态带，着力构建“两核一带”发展
格局，把双流航空经济做出显示度，
未来成为航空先进制造业驱动核。

在产业方向选择上，片区将推
动以航空研发、制造、维修为代表
的航空制造业与以运营、培训、货
运为代表的航空运营服务业融合
发展，加快布局研发制造、维修运
营、航空文旅等产业，推动航空经
济显示度、航空产业融合度和航空
枢纽通达性大幅提升。

在链主企业选择上，将紧紧扭
住空客、中国商飞、顺丰3个链主企
业，民航机载审定中心、校飞中心等
民航功能平台，围绕国产民机、飞机
全生命周期、航空物流链、机载设备
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加快形成产
业链的集聚效应，提升航空产业整
体竞争力，为高质量建设中国航空
经济之都做强产业支撑。

建圈强链
拼出高品质航空经济之都

学好“新年第一课”
课后作业靠实干

抢开局，
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上接01版
上海市聚焦创新引领，聚焦民生保障、绿色低

碳、城市韧性发展等方面，191 项市重大工程助推
高质量发展；深圳市各区各部门走出办公室，走进
企业，走上街头，与市场主体面对面谋发展、心连心
解难题；成都市出台重要政策，聚焦产业建圈强链，
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唯实争先，既是干事的态度，也是成事的前提。

开局之年，破题解题，千头万绪。以什么样的
状态开局，以什么样的姿态奔跑，决定我们在未来
收获什么样的事业。让我们坚定信心、顽强拼搏，
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用实干实绩交出开局起步的精彩答卷。

上接01版
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政策措

施》目标明确，就是：破解“链主”企业“四链融合”和
产业带动力不足、创新型企业集群不强、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偏弱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

推动对外开放
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开放是城市发展最大的变量。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双流、天府

“两场一体”，全市航空旅客吞吐量达 3109 万人
次，居全国第一；中欧班列（成渝）辐射亚欧 100 余
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 2 万列、年开行量连续 4 年
保持全国第一！

就在 1 月 28 日兔年新春上班第一天：从成都
出发的“新春第一辆中欧班列”，满载 110 个标箱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鸣笛启程，满载着电子设备、日
用百货等商品驶向波兰罗兹。

在众多专家观点以及媒体的报道中均可以看
出这样的评判：成都已经实现由“西部内陆腹地到
国际门户枢纽”的跨越之变。

在此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如何更加主动地
融入和服务发展新格局？

新近出台的《关于支持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水平开放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及省
发改委印发的《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建设方案》，
则更是突出内畅外链、要素运筹，在推动空港陆港
大枢纽、开放合作大平台给予更多政策支撑。

以《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建设方案》为例，除了
在空间、产业等领域予以明确之外，更是在对外开
放和创新领域提出要求：以全面对外开放和体制机
制创新为突破，全力打造临空经济区新样板。方案
提出：到2025年，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将实现旅客
吞吐量 4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0 万吨；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端要素汇聚、标杆效应显著、引领作
用突出的临空经济示范区。在提升机场枢纽功能
方面，构建“Y”字形国际货运网络，布局国内精品
航线、开展全货运航线等，均是重点内容。

再看铁路港的支持政策。铁路港经开区作为
成都国际铁路港所在地和成都中欧班列始发地，已
形成国家级对外开放战略平台，构建了贯通欧亚、
辐射全球的国际贸易运输大动脉。该支持政策，聚
焦做优做强成都国际铁路港门户枢纽功能、开放型
产业体系支撑、强化体制机制保障三大领域出台了
十条举措。将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通道，加快打造
以中欧班列为主，中老班列、中越班列为辅的陆海
联动、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做优做强
成都国际铁路港门户枢纽功能，力促成都国际铁路
港经开区进一步实现高水平开放。

谭任君认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这两个政策
的出台，就是要“更加充分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更加积极地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钟文

2022年成都
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看进度看进度
已完成30%的建设内容

力争今年底项目基本建成

2 月 11 日上午，记者走进中通
快递西南总部项目建设现场，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在建的快运分拨中
心，这栋5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

“四梁八柱”已搭建，正进行墙砖施
工。这样的快运分拨中心，该项目
共规划建设两个，另一个正在进行
基础施工。但它们加在一起，只占
整个项目建筑面积的1/4。

在整个项目中，建设任务最重
的是 2 栋快件分拨中心，建筑面积
占总项目的一半，且为混凝土结
构。顺着施工道路往里走，可见其
中一栋主体完工，也在进行墙砖施
工，预计两个月后进入装修阶段；
另一栋还在进行基础施工。

“按照总体规划看，目前已完

成 了 30% 的
建 设 内 容 。”
中通快递西南
总 部 项 目 负 责
人黄军平介绍，
全面复工前已做
好设施设备检修，
施工所需的人员、设
备和材料都保障到位，
目前正细化每栋楼的施工
计划，力争在保障安全和质
量的前提下，实现今年底基本建
成，保障2024年投入使用。

话发展话发展
在川业务持续增长
推动超前规划布局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以大规
模、高度自动化的设施设备，高度协
同的业态布局，以及标准化、规范化
的操作流程，进一步提升快件中转

效率，提升客户的寄递服务体验，推
动电子商务发展和社会物流降本，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
川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
目从初次洽谈到达成协议共识用时
不到半个月，而促成中通快递在蓉
布局全国最大区域总部项目的原
因，是持续看好成都的投资环境，优
渥的招商引资政策，以及极具吸引
力的交通优势和发展后劲。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叠加，成都乃至
四川的发展潜力很足、后劲很强。”
四川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中通每年在川快递业务量持续
增长，这些都坚定了中通在蓉超前
布局的信心决心。

企业在布局时就谋定，要着力
发展区域示范型智慧电商物流供
应链服务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在园区聚集，塑造“智慧物
流+云仓储+新零售”的物流生态
产业园区营运体系。

向未来向未来
快递物流产业加快成链

赋能成都快递物流枢纽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通快递
西南总部项目不远处，韵达西南成
都电商总部基地项目、菜鸟项目也
在拔节生长，还有已经投运的申通
西南总部项目、唯品会西南物流中
心等项目，加速形成快递物流产业
链和生态圈。“集群发展，有利于为
企业提供服务，也有利于快递物流
产业做大做强。”黄军平说。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明确，强化成都作为全球性邮政
快递节点城市和区域性邮政快递主
枢纽的核心地位。聚焦邮政快递物

流枢纽建设，特别是依托“双机场”
的门户优势，成都着力推进现代物
流、现代商贸等重点产业链建圈强
链，围绕产业链的强链固链补链，持
续加强头部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招
引，促进一批重大项目落地。

今年，邮政快递行业共 5 个项
目纳入2023年全市重点项目“大盘
子”，除了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目，
还有韵达西南成都电商总部基地项
目、德邦物流西南总部基地项目、顺
丰西部航空货运枢纽项目、顺丰物
流园项目，5 个项目总投资 56.9 亿
元，2023年计划投资11.5亿元。

“下一步，将积极同地方政府
对接，加强项目建设服务工作，推
动全市邮政快递行业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成都市邮政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
未 文/图 制图 申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