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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莫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昨日，
记者走进位于成都高性能纤维材料产业功能区的瑞再新能
源装置装备研发生产基地看到，一期主体工程已建成并投
入试生产。

该项目由青白江本土企业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瑞奇智造”）投资 5 亿元打造，围绕核能、新
能源、环保等国家战略新兴领域，新建研发中心、生产厂房
及配套设施，提供高端过程装备研制和技术服务，产品包括
大型压力容器、智能集成装置、油气钻采专用设备、电力专
用设备等。

“新项目优化了生产线布局，装备的集成化程度更高，
生产智能化水平也显著提升。新项目一期全部建成达产
后，可形成高端装备 8000 吨/年的生产能力。届时，公司将
形成双基地运营模式，年总产能将达到 1.7 万吨，年营业收
入有望突破5亿元，可新增就业200余人。”瑞奇智造董事陈
立伟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大型压力容器行业属于装备制造业，是非
标产品，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和制造，制造商的
设计研发能力直接影响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同时，近年来
随着核能、新能源、环保化工等领域下游客户对高质量产品
以及降本增效需求不断提升，压力容器的生产将逐渐打通
上下游产业链，趋向于业务一体化发展。

“公司现在已经拥有较强的工程化综合能力，逐步形成
了全产业链条，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提供一整套技术
解决方案并实施，比如核电军工领域核物料反应及运输容器
定制，可以集成化试验装置设计、安装、调试等。”陈立伟说。

年产8000吨装备

成都一新能源项目投入试生产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日前，2023
四川科技创新监测系列报告发布会在蓉召开。会上，发布
了《四川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四川省创新型城市
发展评价报告 2023》《四川省科研机构 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记分牌 2023》等系列智库
报告，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

记者了解到，2023年，成都、绵阳、德阳的科技创新水平
继续保持前 3 位，其中成都、绵阳两市是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成都、绵阳、宜宾、德阳创新能力
分列四川省1至4位。

“2020 年至 2022 年，除泸州、内江外，其余城市均呈现
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雷薪玉在发表《四川省创新型城市发展评价报告
2023》时说。该报告的评价对象包括成都、绵阳 2 个国家级
创新型城市，德阳、遂宁等 6 个省级创新型城市以及乐山、
攀枝花 2 个积极创建中的城市。报告认为，三年间所有创
新城市均出现“先增长后回落”的发展趋势，仅成都、宜宾和
攀枝花2022年得分高于2020年。

在《四川省科研机构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中，四川
省属科研院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四川省中医药
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分列 1 至 4 位，评价
值均在70.0以上。

“在 14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我们不仅要关注
‘领军’的大国企，还要找一些‘黑马’企业，就是经济增
长快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鲁若愚在评论《四川省高新
技术企业创新记分牌 2023》时说。该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四川省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14668 家，比上年
增加 4000 余家，企业创办研发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用于
科技创新的人财物投入连续增长，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
一步加强。

2023四川科技创新监测
系列报告发布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3月11 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获悉，2024 年2月，四川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由上月下降1.4%转为上涨0.5%，
回升明显；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1个百分点。

据介绍，春节错月是影响2月份四川CPI同比由降转涨
的重要因素。2023 年春节在 1 月份，今年春节在 2 月份，受
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2月CPI同比回升较多。特别是春
节前后，置办年货、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等消费需求增加，导
致食品和服务价格阶段性推升。

食品烟酒是CPI监测的重要大类。从统计数据来看，2
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5%，环比上涨 1.7%。其中，鲜
菜、水产品、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均有所上涨。特别是猪肉
价格止跌反弹，同比上涨 3.7%，环比上涨 6.6%。这是猪肉
价格自去年5月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后，首次转涨。除了春
节期间消费需求增加外，部分地区受雨雪天气等因素影响，
供给趋降，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

春节假期，旅游出行以及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增加，也对
CPI 影响大。数据显示，2 月，四川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同比
上涨 5.0%，环比上涨 2.8%；交通通信价格同比下降 0.1%，环
比上涨2.7%。

2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环比上涨1.1%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昨日，2024西
部（成都）印刷包装全产业博览会在成都举行。作为西部印
刷包装行业第一个专业展，此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上海、浙
江、广州等20 多个省市的企业参加，参展企业总数达到200
多家，展位规模达 12000 平方米，各家企业在博览会上展示
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打造行业头部采购交易、技术创新平台是大会的办会
目标。本次大会设置了采购对接区、采购返现等活动。大
会首日，遵义市包装行业协会、泸州市酒类包装研究协会、
重庆市包装技术协会、云南包装行业协会、成都市包装技术
协会等行业商协会、企业组团到会参观采购。

“希望通过大会平台，搭建集产业交易展示、交流、投
资、服务、跨界融合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发挥平台
优势，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共赢共生，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市包装技术协会会长周仕林说。

2024西部（成都）印刷包装
全产业博览会举行

投资10亿元
打造3.0版智慧物流园

据了解，成都传化多式联运智慧枢纽
项目拟投资 10 亿元，占地 26 万平方米，
预计在 2025 年 12 月投入使用，打造多式

联运运营中心、两业融合供应链服务中心、
跨境电商集配监管中心及跨境商贸物流
总部基地的“三中心一基地”4 大核心功能
板块，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周边上万家制
造业提供物流服务，创造百亿元以上的
营收。

“园区将深度融入‘蓉欧+’，带动新都
物流向跨境电商转型。”据胥梁介绍，今后
园区一方面将聚焦公铁联运、总部结算、
供应链金融、跨境贸易等高附加值领域，
以城市有机更新引领传统物流产业向先
进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依托智慧便捷
的流通体系赋能区域发展；另一方面将围
绕新都工业产业园区，推进物流和制造业
紧密链接，并将公路与铁路之间的资源进
行更好整合，以此助推新都区先进制造业
发展。

3.0 版现代物流园区，比以前有什么提
升？记者了解到，今后在物流园区内将采用
全程数字化智能化，在管理上依托数字指挥

中心，实现全程可视化，业务上实施“一单到
底”数字化管理；同时打造新能源运营中心，
采用光伏、电能、氢能源等，力争建设成为成
都的绿色低碳示范园区。“举个例子，物流园
区里大量使用的叉车，以及配送用的汽车，
今后可能就会采用电能和氢能源车辆代替，
大大降低能耗。”

原址引入新场景
打造高品质特色产业社区

自 2007 年落户成都以来，成都传化公
路港累计实现平台营收近 800 亿元，税收贡
献超 22 亿元，培育了上千家物流企业，服务
周边制造商贸企业 3 万余家，提供就业岗位
1 万余个，已成为目前西部规模最大、影响
力最广的公路港。

2021 年 12 月，新都智慧物流园东片区
被纳入城市有机更新项目，2023 年 8 月，成
都传化公路港转型升级项目作为第一批项

目正式启动分期动迁，全新的传化智慧物流
港定位于路港服务产业园，围绕资源聚集、
转型升级，迎来迭代升级的华丽变身。截至
目前，占地 720 亩的成都公路港原址已腾退
了 650 亩，原公路港内物流超过 80%的企业
完成了搬迁，而腾退后的成北片区也迎来了
提档升级的新机遇。

记者在规划中看到，今后的成都传化公
路港原址将结合成北消费活力区功能定位，
引入新的投资方，植入新经济、新业态、新场
景，发展总部经济、数字科创、新消费等高端
现代服务业，打造兼具科技服务、特色消费、
生态宜居等功能的高品质特色产业社区。

“我们将着力发展现代物流与现代商贸业两
大产业。现代物流将瞄准电商物流、城市配
送、供应链创新服务；现代商贸将以新零售、
TOD 经济、跨境商贸等为主要发展方向。”
新都区成北新消费活力区管理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打造百亿级陆港产业园

多式联运智慧枢纽项目开工

从零到整56秒
“成都造”新车型下线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
雨 文/图） 3 月 11 日，全新捷达 VS5/VS7 在
一汽-大众捷达品牌&成都分公司正式下线，
成都汽车行业再迎高光时刻。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全新捷达 VS5/
VS7 在延续大众品质与工艺传承的基础上，
自内而外进行了全面焕新升级。全新捷达
VS7 采用了更为现代的无界美学设计语言，
充满大气、科技感。全新捷达 VS5，则是采用
了立体雕刻式设计语言，从前到后贯穿的雕
刻式流线，整车像雕刻铠甲般充满力量，动感
十足。

“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作为捷达品牌
车型和速腾车型唯一生产基地，拥有世界一
流的整车制造工艺，平均 56 秒就可下线一台
新车。”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总装车间主任
丁猛说，成都分公司满产状态下日整车产量
可达2000台。

昨日，成都传化多式联运智慧枢
纽项目开工仪式在新都举行，该项目
将围绕公铁联运打造百亿级陆港产
业园，辐射带动新都传统物流转型升
级和提质增效。

“新项目将打造现代物流园区
3.0版，在过去的基础上，以公铁联运
切入，与成都国际铁路港深入协同，
打造成都多式联运智慧物流枢纽标
杆工程。”在采访中，成都传化智慧港
总经理胥梁告诉记者。

青羊崇州如何“组团出道”？

今年将在六方面探索区域结对联动新路径

看成果
“两区一园”空间布局初见雏形

8对学校实现一一结对

同在城西，地缘相近，加之产业互动有
一定的基础，青羊区和崇州市的联动从一开
始就刻上了产业的基因。

去年 4 月 25 日，青羊区与崇州市便先
行一步签署了《青羊区人民政府崇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深化区域协作共同做优做强城
市功能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
天府动力源（青羊航空新城）和消费电子产
业园，按照“总部+基地”“研发+生产”共建
模式，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布局，形成“总部
研发在青羊、生产转化在崇州”的产业发展
联动新格局。

有了科学完善的顶层设计的引领，很
快，青崇结对联动推进上有了一系列的动
作与举措，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与
成效。

今年元旦，位于崇州的 11.5 平方公里
青崇结对联动合作区建设正热火朝天，这
让两地高标准编制的“两区一园”空间布局
初见雏形。具体而言，“两区一园”将包含满
足产业人才更品质商务、商业和公共服务需
求的高铁商务区，为产业工人提供就近配套
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明湖未来公园社区，锚定

“成都航空航天产业生态圈协同发展地”这
一目标的青崇航空科技产业园。未来，一座
职住平衡、绿色低碳的产城融合新城将冉
冉升起。

两地“双向奔赴”不仅仅在产业上，还融
入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区治理等各个
领域，通过全域全面的融合联动，共建产城
融合、宜居宜业高地。

如今，青羊区的成都实验小学、泡桐树
小学、石室联中等 8 所学校与崇州市明湖中
学、城北学校等 8 所学校实现一一结对，结
对学校间将开展丰富多元的互动共建活动，
在学校管理、课程建设、课堂改革等方面进
行合作交流。不仅如此，崇州市 5 家医疗机
构与青羊区的爱迪眼科签约达成全专联盟
合作协议，两地卫健系统将在眼健康领域开
展密切合作，提升崇州市全科医疗机构的眼
科诊疗和服务能力。

展未来
联动共建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构建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体系

随着青羊崇州两地结对联动的纵深推
进，未来，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

势和平台优势，构建多层次全领域结对联动
机制？

《联动协议》指出，两地将围绕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总体目标，发
挥成都青羊区和崇州市资源优势，推动青羊
区与崇州市优势互补和双向赋能，共建产业
集群、共引高端要素、共办惠民实事、共谋区
域发展，助力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
极核的动能和势能。

在推进航空产业建圈强链方面，充分
发挥青羊区航空产业链主企业带动性强、
科技创新强以及崇州市智能制造和空间承
载能力强的优势，按照“青羊总部+崇州基
地”“青羊链主+崇州配套”“青羊研发+崇
州转化”协同模式，联动共建航空装备产业
集群。

在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方面，成
都市草堂小学领办崇州仁里小学，打造义务

教育段优质教育品牌，在崇州设立青崇航空
职教中心并增设青苏职中分校区，共创职业
教育跨区域合作新模式。同时，省人民医
院、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疾控中心等优质资源与崇州医疗卫生机
构全面结对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体系。

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联动
协议》明确，两地将依托成都西站和高铁崇
州站一体化对外外联通勤功能，协同提升高
铁站交通枢纽功能和对外通勤能力。成温
崇快速路尽快启动建设，服务保障成都市域
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二期）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联动协议》还在推动文
旅事业和城乡融合互动方面提出合作方向：
充分挖掘双方文旅资源，联合宣传、推介、开
发旅游产品、线路，积极推动“人文青羊·航
空新城”“蜀中之蜀·画境崇州”相互赋能；支
持杜甫草堂与罨画池共创成都市“人日”诗
歌文化 IP，以诗词对话串联两地文化脉络、
共塑城市文化形象；青羊区将支持区域内企
业及机构在崇州市乡村和林盘建设“田园总
部”，支持崇州市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非遗
文创产品进入青羊区区域内商超等供应链，
扩大农超对接销售规模。

除此之外，活动中，青羊区、崇州市还共
同签约了中发天信项目、无人机与反无人机
系列产品研发和生产项目等 16 个总投资
85.8亿元的产业化项目，涉及航空航天和电
子信息产业生态圈，航空发动机、工业无人
机、智能终端等重点产业链。同时，以产业
化项目为牵引，为全域全面做强区域产业、
公共服务等功能，两地还在教育、卫生、文
博、社治、干部人才等领域签约了 9 个公共
事业方面结对联动项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图片由青羊区、崇州市提供

区域结对联动是成都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合新发展格局的创新实践，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探索。
3月11日，成都区域结对联动再次迎来新进展——“结对联动青崇合作”区域协作暨产业化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青羊区、崇州市签署《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

府崇州市人民政府结对联动协议》（以下简称《联动协议》），明确将在推进航空产业建圈强链、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推动文旅事业和城乡融合互动、推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党建人才治理合作、推动基层治理多维度合作六个方面，共同推动两地结对联动发展。

青羊区与崇州市作为成都区域结对联动发展的先行者，自去年开展合作以来，不仅思路清、步伐快，更在结对联动机制上作出许多探索创新。那么，如今两地在
产业与公共事业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新成果？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又将为两地牵手发展带来哪些新思路？

草堂小学崇州校区（仁里小学）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