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跨界融合已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围
绕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提出了“融合发展”的要求，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会
也分别出台《决定》，针对融合发展作出专章部署。据悉，彭州市已谋划出台《实施意见》指导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促进产业提
质倍增，并将跨界融合方法论运用于推动城市发展，以全方位“跨界融合”破题彭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推动区域融合——

更好融入“双循环”

12 月 8 日，由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彭
州市人民政府、金牛区人民政府、成都产业集团
主办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双湖科技园开园仪式在彭州市举办。作为彭州
市与金牛区深度合作、成都一三圈层联动的重点
片区，“双湖科技园”以彭州汇通湖和金彭湖“双
湖”为中心，规划面积8.05平方公里，形成引领彭
州、服务蓉北、辐射成德绵的“人产相适、人城相
宜、产城融合”发展新高地。

彭州、金牛，以前曾经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行
政区，今年以来，却时常以“彭州-金牛”的联合
主体频繁出现在各大活动中。聚焦金牛区有创
新缺制造、有项目缺空间及彭州市产业缺能级、
人才缺平台、城市缺品质等问题，两地签订了《金
彭结对联动合作协议》，联合印发实施《金彭结对
联动工作方案》，形成结对联动可持续发展共同
体，共建蓉北区域高质量发展新高地。目前，双
方已锁定彭州市双湖片区为结对联动合作区，成
立“领导组织机构+工作专班+专项小组”为基本
架构的“1+1+13”的组织体系，梳理形成“工作清
单+项目清单+改革清单”，明确结对联动66项工
作任务的“路线图”与“时间轴”，正在聚焦医药健
康、无人机、服饰创意、“农业+”等两地优势产
业，推进延伸互补建圈强链。

与此同时，彭州与德阳什邡的区域融合也在
不断深化中。据悉，创新落实唱好“双城记”、建
强“都市圈”和“三个做优做强”的重大要求，彭州
市抢抓多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构建区域融合发展
新格局，推动彭州更好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

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为基础，彭州
市正在积极融入成德同城化、成都都市圈、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向南融入成都中心城区，
承接成都都市圈核心区人口、产业、功能纾解；
向东融入成德同城格局和成都国际铁路港，差
异化打造农副产品专业物流港；向西联动都江
堰等县市，共同打造国际顶尖文旅 IP；向北打
通成都北向出川和辐射川西北的最便捷通道，
提高门户枢纽地位。

“感谢人民银行彭州市支行搭建的这个仓单系统，
仅仅3天就从银行贷到款了，不仅比以前快很多，利率
也降低了。”近日，彭州濛阳街道农产品批发商杨先君用
存在冻库里的小黄姜作质押，成功在成都农商银行彭州
支行拿到了200万元贷款。这款名为数字仓融通的产
品，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分散的仓库信息汇总在同一平台
实现智能化管理，提供可信的质押物出入库数据和实时
监控，解决了贷后及保后管理难的问题；并借助区块链

技术，实现仓单货主信息、货单信息、质押信息、风险信
息等数据上链，确保数据的共享、安全、可溯源。

创新落实“数字中国”和“智慧蓉城”建设的重大
要求，彭州市正在推动数字深入应用于城市发展各个
领域，丰富数字应用场景，重塑传统生产方式、商业范
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着力解决数实分离、智治不足的
问题。推动数字与生产融合，实施“智改数转”行动，
重点聚焦家居生产、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加快推动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推动数字与城市融合，
全面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打造数字孪生城市，通过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社会治理领
域，探索智慧园区、智慧防汛、智慧应急、智慧交通等
数字场景，加快建设更有温度的智慧城市。

推动数实融合——

加快建设更有温度的智慧城市

创新推动五维跨界融合
破题彭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年 9 月，亚联氢能与华能氢能彭州
水电解制氢站氢气销售及运维服务项目
正式签约。此次合作中，亚联氢能负责
华能彭州水电解制氢站的氢气销售，同
时提供制氢站运维服务，保障设备的正
常运行和维护，以确保制氢站的高效运
营。该项目作为唯一一个绿氢提效降本
的示范案例入选《中国绿色氢能发展路
线图》白皮书，对成都氢能产业发展具有
强链补链作用，有力支撑成都建设“绿氢
之都”。

围绕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发
展，这正是彭州市着力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的缩影。据悉，创新落实产业提质倍
增和“建圈强链”的重大要求，彭州市顺
应业态融合、技术融合、要素融合发展趋
势，积极打破产业壁垒，以跨界融合激发
新动能、抢占新赛道，助力构建以实体经
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解决
业态分离、结构不优的问题。

以氢源为引领，彭州市将加快构建
“一中心、一联盟、两基地、多场景”的氢

能全链条产业布局。绿氢先进技术研
发、氢源制备、关键材料及设备制造实现

“多点突破”，可再生能源制氢占比超过
15%，氢能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50 亿元，基
本建成氢能产业集聚区，“成都氢谷”的
影响力将逐步扩大。

突出石油、天然气化工原料供给优
势，彭州市瞄准现有石油化工企业产品
高附加值应用延伸，将重点开发电子化
学品、胶黏剂、定制化学品等高端精细化
学品；高端树脂、特种塑料、特种橡胶等
高分子材料；中空纤维纳滤膜、膜集成污
水处理等功能性膜材料以及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等关键制备技术，推进碳纤
维基础材料、复合材料制品和新型无机
纤维材料规模化生产。

围绕中医药，构建全品类集中、全链
条集聚的“种研制贸医养”医药健康产业
体系，在种植上围绕川芎、黄连等重点道
地药材，建立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种
养质量管理体系；在研发制造上，发展中
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等细分领
域，延伸发展大健康衍生品；在贸易上，
建立中药材溯源质量追踪体系和流通体
系；同时构建以养为特色的中医康养服
务体系，借势借力发展高端化学药、生物
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制造。

推动产业融合——

激发新动能 抢占新赛道

无论什么时候，位于濛阳街道的四川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都是一片繁忙，满载着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川
流不息，来自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农产品在此集散，
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菜篮子”。

从大路进入田野深处，深深浅浅的蔬菜，组成了
壮美蓬勃的大地景观，小火车载着游客来往穿梭，市
民们走绿道逛林盘，捉鱼虾做手工，还可以参观神奇

的种子银行，到地里感受农耕体验，或是到竹林中的
民宿喝茶聊天看星星⋯⋯

眼前的一切，正是彭州市着力推动城乡融合，促
进共同富裕和提质“幸福城”的生动写照。紧扣乡村
振兴重大战略，重构城乡关系，彭州市推动城乡一体
谋划、一体布局，促进城乡空间融合、产业融合、基础
设施融合、公共服务融合、资源要素融合，着力解决城
乡分离的问题。以深入实施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建设为契机，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抓手，统
筹推进农村业态、形态、生态、神态“四态合一”，以城
乡融合发展助力打造共富田园，浓墨重彩书写乡村振
兴彭州篇章。

推动城乡融合——

助力打造“共富田园”

沿着天府大道北延线一路通达成都国际陆港彭
州片区，C+艺术天桥、菜菜成长中心、人民雅集、乡村
乐园、濛阳新城城市会客厅⋯⋯这里不仅是正在高质
量建设的国际农副产品及食品专业物流港、成德临港
商务服务基地，也是北部都市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正在加速建设的天府中药城，同样是产城融合的
典范，将着力实现城市商务服务由“全域分散”向“双湖
集成”转变、城市生产性服务由“园区分片实施”向“双

湖集中引领”转变，城市公共服务由“服务社区”向“服
务蓉北乃至全成都”转变，有效聚合全域彭州商务功
能、创新资源要素、生产性服务功能以及对外交流功
能，打造“彭派生活”示范区。

据悉，回归城市建设初心，彭州市以“人城产”逻
辑，塑造产城融合空间形态，打造宜居“生活圈”，提升
民生“幸福感”，着力解决产城分离、职住失衡的问
题。坚持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引领，推动“以产促城、以
城兴产、以业聚人”，统筹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需求，
实现“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持续推动“四大结
构”优化调整，促进城市生产服务、生活配套、生态涵
养有机融合，优化提升服务供给能力、要素集成能力、
环境容纳能力、人口吸附能力。

推动产城融合——

打造宜居生活圈 提升民生幸福感

双湖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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