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项目初验已经完成

“川剧窝子” 倒计时

更大了！
增建小剧场、博物馆
还有非遗传承体验区

说起成都川剧艺术中心，就必须先了解
始建于清末的悦来茶园，它至今已有 100 多
年历史。近代川剧史上最重要的演出团体

“三庆会”（后发展为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曾在

此萌芽，1954 年至 2019 年，悦来茶园多次修
缮、改道开门，一旁还扩建了锦江剧场和成都
川剧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代著名的川剧艺
术家、不少戏曲界梅花奖获得者、民间戏曲艺
人都曾在此演出，被西南票友们亲切地称为

“戏窝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悦来茶园、锦江

剧场内的演出设施已较为陈旧、功能也比较单
一、场地相对狭小。2019 年，随着新一轮城市

更新的实施，成都市政府决定启动“成都川剧
艺术中心改扩建项目”。

据成都川剧艺术中心改扩建项目经理、成
都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赵道俊介绍，改扩建后
的川剧艺术中心总建筑面积达 22864 平方
米。“整个项目在保留原有锦江剧场的同时，东
西两侧分别新建了两栋三层建筑，通过架空廊
道横跨老剧场，使整个项目连为一体。其中，
西侧包括传统川剧表演小剧场、川剧博物馆、

排练厅及办公区；东侧包括川剧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体验区、悦来茶园及包间、川剧音像
制作室、川剧阅读试听室、川剧信息传播中心、
川剧艺术策划中心、演员接待中心等。”

戏迷们熟悉的悦来茶园从锦江剧场西侧
搬往了东侧二楼。同时，成都川剧艺术中心增
建了一个约有 360 个座位的小剧场，和大剧场
锦江剧场差别化定位，形成“双剧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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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侧分别新建两栋三层建筑

■西侧包括传统川剧表演小剧
场、川剧博物馆等

■东侧包括川剧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体验区、悦来茶园等

升级
■按照川剧专业演出的声

学、舞台要求设计，对剧场
内部舞台与座椅进行了全

面翻新，舞台上设置了LED
双屏，音响设备也全面升级

提档扩建
■将呈现念兹在兹、梨园荟萃、百年茶舍、

戏说人生、烟云钩沉5大主要功能区域

■打造集川剧剧目展演、川剧艺术体
验、川剧文化展示、成都人文精神传播

等为一体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成都川剧艺术中心即将焕新归来

走到锦江区华兴街，远
远就能看到一座正红色的醒
目建筑，这就是完成焕新的
成都川剧艺术中心。作为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目
标任务责任分解方案》中重
点工作任务中的一项，成都
川剧艺术中心项目初验已经
完成，进入归来倒计时，这是
记者5月13日从项目现场了
解到的。

归来

在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的
过程中，给科技领军人才和他们的创新成果

“安家”，既是创新链紧扣产业链的“黏合剂”，
也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催化剂”。

今年3月，成都天顺保利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2500吨/年新型杂环高性能工程塑料项目
（一期）一次投料试车成功，这项由蹇锡高院士
领衔的科研成果在成都完成产业化蜕变，走向
全国新材料市场；4月，在成都郫都区菁蓉镇，
清华大学南策文院士团队领衔创办的清陶能
源正在加快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固态电池储能
产业基地，成都也即将迎来首条半固态电池生
产线⋯⋯两个项目都是院士团队跨越千里来
蓉“安家”，让创新成果从成都走向市场。

突破“卡脖子”技术
高性能树脂在蓉实现产业化

如何破除科技产业“两张皮”症结，让更多
的优质科技成果在蓉落地“安家”？推动校院
企地深度融合，积极链接高校院所优质创新资
源，成都逐渐探索出校院企地协同助力科技成
果转化的新模式。

二十年前，留学归国的蹇锡高带领团队以
“ 含 二 氮 杂 萘 酮 联 苯 结 构 新 型 聚 醚 砜 酮
（PPESK）及其制备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二十年后，这项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亚
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蹇锡高
团队领衔的创新成果，经过优化升级，成功在

成都落地“生根发芽”。
“2003 年，蹇院士的成果突破‘卡脖子’技

术。2023 年，我们通过结构与工艺创新，创制
出了既耐高温又可溶解、综合性能优异的高分
子量新型聚芳醚高性能树脂，并实现了产业
化。”成都天顺保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郑文全介绍着手中杂环高性能工程塑料的
样品。

就在距离公司一墙之隔的地方，大连理工
大学成都研究院坐落于此。“研究院致力于解
决高校科研成果到企业规模化生产‘最后一公
里’，搭建创新链与产业链桥梁。”大连理工大
学成都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魏巍告诉记者，
天顺保利便是在研究院的“牵线搭桥”下开工
建设的。

2019 年，落地成都建设的研究院正在开
展全面的筹备工作，研究院院长梁长海回学校
收集成果转化意向，与身在大连理工大学的蹇
锡高院士一次偶然的“聊天”，便促成了这一次
跨越上千公里的合作。“蹇院士有成果，我们有
平台，地方政府肯支持，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魏巍说。

“桥”搭好了，还需要“铺路”的人。“2019
年 12 月 26 日，泸天化集团代表飞到大连与蹇
锡高院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当天，我们签订了
合作框架协议。”郑文全清晰地回忆道。“产业
化公司就这样在泸天化集团、大连理工大学成
都研究院、蹇锡高院士团队以及政府部门等多
方的合作下，于2020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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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上千公里来蓉 院士团队做了什么？
越来越多的院士团队创新成果从成都走向市场

新建的小剧场

全新升级的锦江剧场

成德眉资同城化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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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鸿）“预
计今年 12 月底，中航智无人机项目实现主体封
顶；2024 年竣工交付。”5 月 11 日，在金什产业园，
金牛城投集团工作人员向省同城化办调研组介绍
金牛和什邡合作的无人机项目。

2022 年 3 月，中航智无人机总体研发生产项
目资本合作框架协议在成都市金牛区签约，项目
总投资 50 亿元，是成都金牛区与德阳什邡市合作
的第一个研发在金牛区、生产制造在什邡市的项
目，也是落地金什产业园的第一个项目。

金什产业园规划 2000 亩，由金牛城投集团和
什邡恒新公司共同成立的四川交子恒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园区建设。按照“总部研发在金牛、
成果转化到什邡”思路，园区将打造航空、航天、电
子信息、干细胞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高能级产业
生产基地。

“金牛聚集了众多的高端人才，而什邡在生产
制造、用工、土地上优势明显，两地合作将实现优
势互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四川交子恒新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钟兴超说。

按照金牛区总体规划，重点将金牛区现有企
业和招引企业的生产加工放在什邡，共同制定产
业融合发展政策、项目投资、企业产值和税收分成
机制，切实推动双方合作、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真
正打破“经济区与行政区”壁垒。

“金什产业园是金什合作的重要抓手，实现了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金牛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也将积极推动什邡在金牛打造“什邡特色
展示展览中心”，进行联合包装，形成成都都市圈
范围内可推广可复制的区域合作经验成果。

在金牛区经信部门看来，金什产业园为成都
都市圈建圈强链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成都土地资源紧缺、用地成本也高，对先进
制造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而金什产业园为金牛
拓展了发展空间，有助于产业延链补链强链。”金
牛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按照“总部研发在金
牛、成果转化到什邡”思路，接下来将对金牛区企
业进行梳理，引导企业将生产加工放在金什产业
园，实现两地产业互补。

金什产业园

首个落地项目主体封顶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打通地域行政壁垒，近日，眉
山市天府新区管委会与双流区签订省内通办政务
服务战略合作协议，构建“全程网办、异地代办、协
同联办”政务服务新模式。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聚焦企业群众普遍关切的
异地办事需求，按照“成熟一批，推行一批”的原则，
确定了376个通办事项，采用“就近申请、收受分离、
属地办理”的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异地代收代
办，实现企业群众办事省时间、少跑腿、就近办。

今年以来，双流区已与德阳中江县、眉山洪雅
县签订合作协议。下一步，双流区行政审批局将
进一步强化交流对接，逐步扩大通办范围，拟与德
阳绵竹市、罗江区，眉山丹棱县、仁寿县，资阳安岳
县、乐至县等地加强跨域合作，努力实现成德眉资
一体化区域合作全覆盖。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5月
12 日，青白江、新都、金堂、广汉四地签订《深化毗
邻地区政务服务一体化合作备忘录》，在全省率先
发布了18个“跨域通办”的“一件事”。

此次发布的 18 个“一件事·跨域办”事项，主
要包括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企业开办一件事、入学
一件事等高频“一件事”。企业群众可在四地任意
一地政务大厅“跨域通办”窗口进行办理，实现一
次办成多个事项。同时，根据《合作备忘录》，四地
还将围绕深化“一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综窗
改革”等 6 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政务服务在
更广领域实现一体化发展。

“此次四地合作以国家、省重点‘一件事一次
办’清单为基础，将原来可跨区域通办的单事项升
级为跨区域通办‘一件事套餐’，进一步方便四地
企业群众跨区域办事。”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这次签约并不是青白江与新都、金
堂、广汉的首次合作，早在 2020 年 4 月，青白江与
广汉就开展了合作，首批实现 33 项审批服务跨区
域通办，创新了“窗口协助帮办、数据线上跑路、快
递线下配送”的跨区域通办模式，拉开了合作序
幕。2021 年5月，四地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实现
204 个政务服务事项四地通办，截至目前，四地已
累计办件 5000 余件，给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青白江、新都、金堂、广汉

18个“一件事”跨域通办

双流与眉山天府新区

376个事项“省内通办”

国家外汇管理局 12 日发布的国际收
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我
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经常账
户顺差 820 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为 2.0%；双向跨境资金流动保
持合理有序。

从数据内容看，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
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1299 亿美元，为历年
一季度次高值。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认为，我国制造业加快
转型升级，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新的贸
易增长点不断涌现，推动货物贸易顺差保
持较高水平。

“总体看，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为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根本支撑。”
王春英表示。 据新华社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
并主持召开相关座谈会时曾表示，今后我会时不
时地过来走一走，看看你们阶段性工作的情况。

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如约而至——
5 月 10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雄安、

抵沧州、到石家庄，探工地、看港口、问民生，实
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
召开两场座谈会，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
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广袤的幽燕大地，又将掀开新的发展篇章。

不忘初心 保持耐心

10日上午9时40分许，习近平总书记乘坐
的高铁，缓缓驶入雄安站。

6 年前，总书记从北京出发，驱车 100 多公
里，第一次来到雄安。6 年后，沿着京雄城际
铁路，不到 1 小时，总书记一行就从北京西站
抵达雄安站。

2020 年 12 月 27 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由于采用了
“清泉源头，风吹涟漪”的设计理念，整个雄安
站呈现出水滴状椭圆造型。

“这滴水可真不小！”听了车站负责同志的
介绍，总书记微笑着说。

一座未来之城，自雄安站敞开大门。
作为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雄安站的建成使用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 10 日下午召开的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

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
了雄安新区建设情况：

起步区“四横十纵”骨干路网全面开工，
4 家央企总部、4 所高校、2 家医院陆续落地建
设，地下之城加快成型，“云上雄安”初步建成
⋯⋯城市雏形已经显现。

听了大家的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由衷感
言：“2017 年，我第一次来雄安，站在一片田埂
上展开了新区规划图。短短 6 年里，雄安新区
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
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从当前成就，谈到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雄安新区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这是建设雄安新区的
初心和使命。”

当初怎么做的决定？
总书记回忆：“眼看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将

在一两年内达到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首
都首先是政治中心，不是‘大杂烩’，不能‘胡同
里办工厂’、搞‘地摊经济’。雄安新区是为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而诞生的，不是为了简单建一
个新区、建一个新城，这个定位一定要搞清楚。”

10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雄安新区
启动区核心位置。登上一座三层平台，眼前是
一片塔吊林立的繁忙景象：

雄安城际站建设正有序推进，国贸中心等
重点配套项目拔地而起，中国中化总部基地项
目八角形造型轮廓初显，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
限公司雄安新区总部大楼进入二次结构施工
阶段⋯⋯

看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重点疏解项目
规划建设进展顺利，总书记不时点头。

他对现场建设者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百
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你们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任
务，要努力啊！”

座谈会上，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这个“牛鼻子”，与会人员谈到下一步设想：加
快推进首批疏解的项目建设，压茬推进央企、
高校、医院第二批疏解项目，同时研究谋划第
三批疏解工作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能凭
自身好恶，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纸面疏解’

‘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回去了。更不能
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

着眼千年大计，既要不忘初心、一张蓝图
绘到底，也要保持耐心、一茬接着一茬干。

考察过程中，面对雄安干部群众，习近平
总书记求真务实：“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
要久久为功，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
必须踏实努力、艰苦努力。” 下转03版

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