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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青羊区文家大道，一眼就能看见几栋蓝白相间的建筑，这是已
经成型的航空智能制造产业园A、B区。作为四川构建世界级航空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产业园已于去年底完工，正加速收尾。

位于青羊区的成都航空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里，项目方案研究、
楼宇招商洽谈⋯⋯热火朝天，忙而有序。

加压奋进冲刺目标，收好关、早起步，正是当前青羊航空新城建设的
真实写照。

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提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愿
景：到2027年，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善。这对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聚焦主导产业，青羊航空新城在新技术不断迭代的当下乘势而上，
努力塑造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聚焦产城融合，以产业嵌入城市
发展推动航空新城生活幸福感提升，以城市完善的生活配套优化航空新
城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新城发展支撑。

驱车行驶在青羊航空新城，很难
看出传统工业园区的痕迹，这里似乎
更多的是一栋栋高端写字楼。而嵌
合于其间的医院、学校、公园、小区，
行走于其中的人流更昭示着这座产
业新城的活力与动能。

与一些“白天车水马龙，晚上一
片空城”的新城不同，青羊航空新城
早在规划之时就明确了产城融合、职
住平衡的发展思路与逻辑，致力于变
职住分离的传统工业园区为功能复
合的新型产业社区，做强产业的同时
大力做优城市品质，实现城市功能与
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彼此赋能。

城市功能提级，城市形象提档。
在航空新城，交通路网、城市界面不
断焕新升级。

2023 年 4 月，位于青羊航空新城
片区的文家大道完成升级改造。全
长 3200 米、宽 45 米的景观生态型街
道绿植掩映、功能丰富，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运动的慢行空间。

成飞大道同样正以线带面，焕新
航空新城区域形象。大道从街道断
面、景观绿植、片区形象打造、改造日
常堵点等方面开展全面改造升级，全
路段多个路口融入航空元素，展现

“航空新城”的风貌。飞机雕塑、劳模
工匠广场、市民休闲广场的陆续“上
新”提升了成飞大道的精神内涵及形
象面貌。

道路等“灰色基础设施”加快建
设的同时，“绿色基础设施”——绿
道、公园等也在不断上新。在以日月

大道、光华大道为主干形成的“三横
三纵”道路骨架支撑下，清水河、江安
河两河环绕，24 公里城市绿道相互
串联，万亩环城生态绿带纵贯全境；
万花公园、马厂公园、非遗公园等城
市公园，尽显生态之美。

依托紧邻成都环城生态区的优
势，正在建设的八大未来公园社区示
范区规划了由12公里公园绿道、7公
里生态水岸、6 条生态绿楔及 6 个社
区公园交汇而成的蓝绿网络。

更多公建配套在逐渐增加——
鹏瑞利青羊广场、青羊万达广

场、中铁西城新天地、光华中心等大
型商业综合体里，火锅、串串、烤肉、
日料、韩料、汤锅⋯⋯各种美食荟萃，
烟火之气升腾。

在“区域级—城市级—社区级—
邻里级”四级公园体系的交错布局
间，坐落着树德中学、石室联合中学、
泡桐树小学等名校组成的“青羊牌”
K15教育顶级生态链。

位于青羊新城的青羊区中医医
院新院区和青羊区妇幼保健院新院
区项目建设也正如火如荼。

在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之下，如
今的航空新城区域已成为发展热
力板块。

白天在航空产业园里上班；下班
后带着孩子在公园绿道里散步玩耍；周
末在家附近商业综合体里购物、聚餐
⋯⋯在青羊航空新城，产业兴城、人城
共生的愿景正在成为愈加美好的现实。

图据青羊区

“我们现在建设的工业厂房已经是
3.0 版的了。”成都航空新城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公司正
是负责青羊航空新城建设的区级国有
平台公司。

“假如把最早的工业厂房看作是
1.0 版的话，那么标准化厂房则是 2.0
版，现在为企业量身打造的定制化厂
房，则是3.0版。”他指着效果图介绍说：

“你看这个项目，为厂房规划设计出多
首层结构，即通过‘多层盘道接入建筑’
的形式将 2、3 层变为类首层，提升上楼
企业的货物运输装卸效率，满足航空企
业对于建筑首层入驻的需要。”

3.0 版的定制式厂房承担生产功
能，专业楼宇则承担研发功能。“‘上研
下厂’的工业上楼产品，将上部研发办
公层、中部轻量型研制生产层、下部大
型柔性研制生产层进行组合，满足航空
试验试制产业环节从研发、试验到小批
量生产试制的空间需求。”

除了“一楼一项目”，还有“一楼一
产链”——一栋楼宇就是一个产业生态
链。在这里，楼上、楼下就是产业链的

上、下游。以位于航空新城的611·青羊
飞行器设计创新协同中心（以下简称

“飞设中心”）为例，短短 1 年时间，这里
已经签约了 37 家航空产业链企业，建
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的大楼已近装满，
其中不乏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瞪羚企业、
省级新经济示范企业等。

“大家在一起，楼上楼下老见面，聊一
聊说不定就产生了化学反应。据我所知，
已经有好几个成功案例了。”作为入驻企
业之一，同时也是飞设中心的联合运营
者，成都凯迪飞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凌虹说，他刚刚就新签了一个单子，供
货商就是飞设中心这栋楼的一家企业。

工业上楼，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
化；向上生长，以空间集聚产业链条上
下游企业积聚；定制载体，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按下“加速键”。

一组数据，标注了青羊区航空产业
的最新“江湖地位”：截至目前，青羊航
空新城航空产业营收规模已占成都市
六成以上，占四川省航空与燃机产业规
模三成以上。

做强产业链。2023 年新落地航空
企业 42 家、航电机电系统研制企业 15
家、航空先进制造业企业 6 家、新材料
研制企业3家、工业软件企业9家，全年
已签约项目19个。

补齐产业链。落地航空制造业关
键配套企业 30 家，引进多家维修、保养
配套企业，打造航空绿色循环产业园，
积极打造航空新材料基地。

加快载体建设。航空智能制造产业
园标准厂房A、B区完工，四川国际创新
设计产业园一期 B、D 地块完成主体施
工，航空装备实验基地、航空产业配套标
准厂房2个工业项目以及总部经济基地
三期商业载体项目加快主体施工⋯⋯

这是青羊航空新城交出的年度“成
绩单”。

作为青羊区确定的两大发展方向之
一，航空新城围绕航空产业，不断做长产
业链，做大产业版图，做强产业体系。

产业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两千多
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近百万级人口的
中心城区，在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的情况
之下，如何破题？

青羊以行动作答——去年以来，在
航空新城绕城高速以内，逆向调增工业
用地942亩，出让工业土地近600亩，由
区属国有公司建设公园式多层标准厂
房和专业楼宇。

“是咬牙之举，也需要断腕决心。”

青羊区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逆向调整增加工业用地，意味着在

面临是选择走一锤子买卖、但短期收益
巨大的“土地财政”发展的路子，还是牺
牲短期效益、让产业长期赋能区域发展
之时，青羊区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是面
对长远发展所作出的抉择，也显示出发
展都市工业的决心与魄力。

给未来航空产业发展留出承载空间
同时，供地方式也有创新——此前，航空
新城片区土地多供给社会资本，即开发
商拿地；现在，“供土地”转变为“供平
台”，由区属国有平台公司来拿地。

“这样做，一来土地用来干什么，能
与国有平台公司提前沟通，实现业态可
控；二来国有平台拿地后，可提前与落
地企业沟通具体需要，从而实现土地交
付前基础设施等的‘定制’，降低企业入
驻成本。”成都航空新城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

锚定产城融合发展思路 全力提速航空新城建设

青羊区：塑造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产城融合 让产业新城兼容市井烟火

创新探索 为产业发展留足承载空间

向上生长 上新3.0版“定制”载体空间

题记

：

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主办的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1月11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
馆）举行。作为四川出版的主力军，新华文
轩将携旗下出版传媒单位和文轩在线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参展，与四川民族出版社、四
川大学出版社以及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成都
时代出版社等单位亮相位于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朝阳馆）8号馆B厅的四川出版展厅。

据悉，四川出版展团将集中展示“双

效”俱佳的精品出版物和近年来特别是
2022 年、2023 年在出版业态上的创新成果
以及在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等方向的最新
亮点。

四川出版展团将以“蜀道文化”为策展
和设计主题，着力展现蜀道历史和巴蜀文
化。四川出版展区设计采用场景复刻的方
式，突出“蜀道”与“巴蜀”相关文学作品和
代表事物。展区有 400 平方米，共 40 个展
位，呈现简洁、大气的视觉效果。展台分为

活动区、图书展示区、直播区，展会期间将
组织开展极具巴蜀文化特色的重点活动。

本届订货会，新华文轩将携 5000 余种
图书参展。现场展示、展销近年来出版的
2000 余种图书，其中包括 2023 年第四季度
出版的新书 400 余种，获得各级奖项、入选
各类项目、市场畅销图书 200 余种。重点
展示展销的有：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武
则天研究》《青藏高原考古》（10 册）《重返
狼群背后的故事》，2023 年度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甲骨文词典》《吐鲁番出土文
献词典》等，以及四川好书等荣誉类图书；

“蜀道文化出版工程”首批成果《蜀道方志
集成·米仓道卷》等；巴蜀文化精品《诗酒趁
年华：苏轼传》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四川出版展团还精心策划了 15 场优质的
文化活动，邀请众多作者嘉宾，展示四川出
版良好形象，共享川版精品佳作内容。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11日至13日举行

5000余种川版好书将亮相

在“回家的路”
感受地道成都生活

在成都，打开幸福密码的方式有很多
种，“回家的路”一定是其中一种。截至目
前，成都已新改建“回家的路”社区绿道
3000余条。

目前，成都正在开展第三届成都最美
“回家的路”评选活动。在最美“回家的路”
上有些什么？据悉，最美“回家的路”评选
活动重点聚焦社区绿道的“三度一感”，即
美誉度、舒适度、安全度、归属感，围绕“三
店一馆”，即书店、花店、商店、咖啡馆（茶
馆）基本设施建设情况，立足专业维度，展
开征集、评选。

评选活动分两轮展开，第一轮广泛在各
区（市）县展开征集，第二轮号召全网全民参
与，打造沉浸式路演现场，以全方位展示“回
家的路”建设成果。

从往届获评的最美“回家的路”来看，既
有像武侯区玉林东路那样根植厚重历史文
化，迸发出新意的街区，也有像成都高新区
交子大道绿道那样的现代感满满的科技绿
廊。“最美‘回家的路’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受
到了市民朋友的广泛好评，希望通过本届优
秀项目评选，带动区域消费业态提档升级，
并推广优秀经验，形成良好示范带动作用。”
市公园城市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蜡梅观赏指数发布
赏期预计持续到2月

就在本周，市公园城市局组织成都植
物园专家团队连续第三年推出“2024 公园
城市蜡梅观赏指数”。根据成都市蜡梅开

花的变化过程和市民群众的观赏习惯，将
蜡梅观赏指数分成 III 级。其中，I 级代表
开花率在 10%~35%之间；II 级代表开花率
在35%~60%之间；III级代表开花率在60%~
95%之间，是观赏的最佳时期。

按照公园城市蜡梅观赏指数分级，目
前各大点位的蜡梅已进入 III 级阶段，全面

进入最佳观赏时期，预计今年的蜡梅赏期
将持续到 2 月。“成都植物园、塔子山公园、
人民公园、百花潭公园等深受市民喜爱的
公园，观梅指数均已达到 III 级。”市公园城
市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上新特色花卉
邂逅城市美景

记者从市公园城市局获悉，目前在城
市主要段面，上新了角堇、杜鹃、仙客来等
特色花卉共约258.8万盆，为冬季成都增添
亮丽色彩。

其中，天府广场共计进行了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的花卉景观改造和换花，以亮
黄色的角堇搭配红色的仙客来扮靓城市中
心。人民南路、天府大道等区域也有了新
面貌，造型植物罗汉松、龟甲冬青等品类丰
富的花草，层次分明。

除了上新的花卉之外，成都还对天府
广场全域绿植进行了修整。修剪草坪 2 万
余平方米并喷洒叶面肥，修剪灌木 300 余
平方米，对 6 株景观天竺桂进行精细化修
剪整形。此外，在二环高架上，新时令花卉
石竹、超级一串红、大花海棠等也依次盛
开；三环路、北星大道、新华大道等点位增
加了栽植虞美人、金鱼草、杜鹃等特色花
卉，丰富的色彩搭配扮靓了蓉城街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公园城市冬日“新花样”：

258万盆花卉扮靓成都街头
新年伊始，公园城市有哪些值得一去且能感受到最地道“成都味”的地方？昨日，记

者梳理了公园城市冬日“新花样”，既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回家的路”，也有最新发
布的“2024公园城市蜡梅观赏指数”，这些都为市民带来更多赏景好去处。

花卉扮靓天府广场 市公园城市局供图

86项全部完成
16项超额完成

把幸福美好
书写在城市的年轮里

上接01版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
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
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
老，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
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
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
好的日子。”

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
经验，更好地迈步向前。把
幸福美好书写在城市的年轮
里，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对
于成都来说，这是对“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一以贯之。

收入高不高、物价稳不
稳、高品质公共服务产品多不
多、每天通勤的时间长不长、
创 业 开 公 司 方 不 方 便 ⋯⋯
能不能将这些“市民之问”回
答好，决定着一座城市担当使
命的力度、高质量发展的速度
和让人心有依归的温度。

2024 年，成都将继续聚
焦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
最强烈、感受最深刻、需求最
迫切的重点领域，持续推进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

象，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抓
好项目、抓紧进度，切实把党
中央战略决策和省委工作部
署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
的成果，让每一位生活和工作
在这座城市的人切实享受到
城市发展的红利。

城市的成长壮大，最终是
为了所有生活于此、奋斗于斯
的人们。更宜居的环境、更公
平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每一
个具体的心愿与成就的聚合，
就是成都的大目标与大梦想。

真抓实干，只争朝夕，在
工作中不断精进，不懈努力，
让市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
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
障，这是一座幸福城市的郑重
承诺与生动实践。

紧接 01 版 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 616 个，实施棚户区改造
3094 户、城中村改造 2718 户、
农村危房改造136户。

聚焦提品质
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主动对接市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让城市更有质感、
更有内涵。

做强宜居生态本底，新
增绿地面积 1800 公顷、完成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增绿增
景 5.82 万亩，新建天府绿道
845 公里、“回家的路”社区绿
道 1003 条，新改扩建“口袋公
园”20 个。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发布《大运场馆“一场（馆）一
策”惠民开放清单》，开展“大
运场馆健身门票免费领”活
动，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开放接纳群众健身
539 万人次，举办“文化四季
风”系列品牌群众文化活动
131场。

提供优质便捷的人文关
怀，开通心理援助服务热线
13 条，提供援助服务 2 万次以
上，建成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体
20 个，打造智慧社区、数智乡
村7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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