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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在位于四川双流经济
开发区的兴发铝业（成都）有限公司，
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今年 1—8 月
产值共23.87亿元，同比增长7.4%，预
计 9 月 产 值 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指着面前的生产线，公司总
经理助理吴再兴告诉记者。

公司产能缘何能不断创新高？“这
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产业社
区’的一对一服务十分贴心，让我们企
业可以安心发展。”吴再兴感慨地表示。

新生产线还未落地
环保扩容提前介入

“产业社区”服务到底如何贴心？
吴再兴给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

今年，为满足市场需求，集团公司
计划在成都新增一条年产2万吨的氟
碳铝型生产线。目前项目还未落地，
环保工作却走在了前头。

得知企业的扩产计划，双流经开

区提前介入服务。联系企业的第四
“产业社区”第一时间对接经开区管委
会安全环保部，会同区级部门为兴发
铝业提供“量身”服务。就在记者采访
3天前的9月26日，由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苏黎带队、分管副主任朱智和区环
保局分管领导、“产业社区”等职能部
门组成的服务小队便组队上门，为企
业指导向市级部门申请环保扩容的流
程和手续。

“有了职能部门的指导，我们心
里更有底了。”吴再兴说。不光是业
务指导，企业在生产中遇到困难，双
流经开区也是第一时间主动解决。
兴发铝业（成都）有限公司员工白炳
才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兴发铝业因
为生产扩能，需从黄甲 110KV 变电
站出线一条 10KV 供电专线至项目
处，在前期，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部
便主动提前介入，并协调区经信局、
区规自局、属地黄甲街道、双流供电
公司现场踏勘，帮助企业选取最优

走线方案。

“产业社区”走上门
精细化服务企业

在兴发铝业（成都）有限公司发展
过程中，每次困难的解决都有“产业社
区”的身影。“产业社区”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机构呢？

“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企业服务专
员，方便我们更近距离地为企业服
务。”联系兴发铝业的第四“产业社区”
负责人张宋敏告诉记者，“产业社区”
是四川双流经开区创新实施“1+1+8+
N”管理服务模式（企业服务官+企业
服务部+8 个产业社区+N 个服务机
制）的一部分。

据介绍，为精细化服务，四川双流
经开区按照就近就地、产业功能、交通
路网布局将54.9平方公里的园区划分
为8个片区，实施由“产业园”向“产业
社区”转型探索。推行“管委会+部

门+镇街”体制，成立由区领导担任
“服务官”、部门一把手、镇街书记担任
企业“服务生”的企业服务团队，为企
业提供全流程引导、全要素保障、全生
命周期服务。

其中，8个“产业社区”各配备1名
社区主任、1名服务专员和6名巡逻队
员，他们负责上门开展审批接件、问题
搜集、安全环保指导等服务，以“微网
实格”方式，解决反映集中的共性问题
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为方便服务，双流经开区设立了
8 个“产业社区”服务中心，各社区服
务中心全部下沉园区、靠近企业办公，
第四“产业社区”距兴发铝业仅一墙之
隔，第三、第五、第七、第八服务中心直
接租用企业办公室，完全在企业办
公。目前经开区已对园区395家征地
企业建立“一企一档”清单，在详细摸
底的情况下分类施策，提高精准化服
务能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一对一贴心服务 助力企业提高产能

“产业社区”进企业“量体裁衣”纾困难

光影庆华诞 蓉城万象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城市记忆展启动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秋妤） 昨日，国务院发布批复，原则
同 意《成 都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成都是四川省省会，西部
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规划》
实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
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西
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西部
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等
功能，建设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

《规划》对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
础提出要求。其中明确：到2035年，成
都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453.99万亩，其
中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面 积 不 低 于
416.64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496.61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控制在 2361.20 平方千米以内；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
少于40%；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指
标，其中2025年不超过56.8亿立方米。
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
洪涝、地震等风险控制线以及绿地系统
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
础设施建设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
源等安全保障空间。

在构建国土空间体系上，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成都都市圈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区域协同，共
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强对青海、西藏等
地区的战略保障。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促
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上，加快构建

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镇体系，提升中
心城区和天府新区服务能级，加强与市
域西部县市功能联动，稳步推进龙泉山
东翼发展。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整
体保护龙门山、龙泉山、岷江、沱江等生
态资源。守护以都江堰精华灌区为主体
的成都平原良田沃土，保护修复川西林
盘，抓紧抓牢粮食生产，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的“天府粮仓”。完善城市功能结构
和空间布局，协调产业布局、综合交通、
设施配置和土地使用，优先保障先进制
造业和科技、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空
间需求。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和铁路港建
设，完善多向联通、多式联运的对外对内
通道，建设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统筹水利、能源、环境、通
信、国防等基础设施空间，积极稳步推进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抗
震减灾和地灾防治，优化防灾减灾救灾
设施区域布局，提高国土空间安全韧
性。统筹安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完善
城乡生活圈，促进职住平衡；系统布局园
中建城、城中有园的蓝绿开放空间，营造
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人民城市。严
格开发强度管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统
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有序实施城市有
机更新和土地综合整治，支持乡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彰显
城乡自然与文化特色，健全文化遗产与
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加强青城山-
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
地世界自然遗产、通济堰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和金沙遗址等古蜀文化遗产保护。
加强对城市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空间
要素的管控引导，保护好历史城区和历
史文化街区。构建文化资源、自然资源、
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体系，塑造古
城风貌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色
风貌。

国务院批复同意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月30日，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城市记忆展活动在全市举行。本次
展览以“图览万千气象·记录奋进成
都”为主题，生动呈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成都城市风貌、产业商业经济、人
民衣食住行等领域的巨变。

其中，由成都传媒集团和中共成
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城市
记忆展主会场活动在成都传媒集团东
郊记忆成都舞台举办。据悉，活动在
全市 23 个区（市）县将设立分会场，将
持续至10月7日。

横跨75年岁月
273张照片述说关于成都的故事

在东郊记忆成都舞台，展览正式
开展后不久，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

绝。记者了解到，该展览从 5000 余张
照片中精选出 273 张，时间横跨 1949
年—2024 年，涵盖城市建设、交通出
行、生态环境、经济生产、市民生活等
主题，其中不乏具有时代特色、唤起
市民共鸣的珍贵老照片，以及绘就新
时代成都万千气象、吟咏成都人当下
幸福生活的新影像。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在第一个板
块设置“日月新天”“筚路蓝缕”“古城新
颜”，第二个板块设置“春潮涌动”“春到
天府”“春天故事”，第三个板块设置“雪
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奋进中的创新之城”，共计9个篇章。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展览广泛向市民、媒体和企事业
单位征集大量照片，以展陈的方式来记
录75年来成都城市发展的足迹和取得
的成就，展示在新思想引领下城市的蓬

勃发展活力，以及成都人民的爱国之心，
同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我们共同祝
福中国明天会更好，成都明天会更好。”

摄影师定格的瞬间
成为城市珍贵的“回忆录”

记者观察到，在多张老照片的下
方，都有“朱建国摄”4个字，粗略地数了
数，朱建国共有 20 余幅摄影作品出现
在了本次展览中。“我以前是一名专职
摄影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开
始用影像记录时代和城市。”朱建国拍
摄的“1997年，数万市民涌入天府广场，
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作品，吸引了
众多观众驻足停留。“我当时也去了这
里，说不一定这张照片里还有我呢！”一
名观众指着照片兴奋地告诉同伴。

记者凑近看到，在这张照片中，天府

广场人山人海。在人潮的正中央是红色
的“1997”装置，非常显眼。这张照片是
朱建国的得意之作，他告诉记者，这张照
片不仅记录了香港回归这一重要的事
件，更是充分生动展现出了成都人民的
拳拳爱国心。“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
天府广场都被站满了，多一个人都插不
进去。”朱建国谈起这张照片的拍摄经
历，仍然觉得热血澎湃，“我特地在人民
南路找了一个好位置，拍下来回看照片
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震撼。”

记录日新月异的变化
将城市发展的成就“留”下来

从如火如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成都
科学城，到算力排进全球前十的国家超
算成都中心，再到科技新成果不断涌现
的天府实验室……展览“奋进中的创新

之城”板块立体化展现了成都产业发展
的优秀成果。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
市摄影艺术家协会主席曹铁拍摄的成都

“超级大脑”——国家超算成都中心就在
其中。“国家超算成都中心是成都重要的
产业项目，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将发挥很
大作用，而且它的外观特别酷，所以当时
我就想把它拍下来，以后再回望城市发
展历程的时候，一定会有别样的意义。”

在这张照片的不远处，还展出了曹
铁拍摄的世园会相关作品，“我拍摄记
录成都有 20 多年了，但是我觉得比起
成都的很多摄影家，我做得还远远不
够。这些年来，成都城市建设飞速发
展，以前大家拍的照片都为城市留下了
生动的注脚。”曹铁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摄影 曾诗蕴

9月30日，成都市统计局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以来成都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数据显示，75年
来，成都经济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194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仅4
亿元、1958年突破10亿元、1987年突
破百亿元、1998 年突破千亿元、2014
年突破万亿元、2022年突破2万亿元，
2023 年达到 2.2 万亿元，居全国城市
第7位、副省级城市第3位。

人口承载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
全市常住人口达2140.3万人，是全国
第4个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的超大城
市。人才总量超过600万、居全国第4
位。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财政实力持续壮大。1978年全市
财政收入7.4亿元、1999年突破百亿元、
2008年突破千亿元，2023年全市财政收
入达6156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929亿元，居副省级城市第4位。

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2023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957.8
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271.6倍。农业
机械总动力由 1978 年的 40.1 万千瓦
增加至2023年的428.5万千瓦。

工业发展能级整体跃升。工业
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16.4 亿元提高至
2023 年的 5148.5 亿元，形成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服务业引擎支撑显著。1949 年
服务业增加值仅有6771万元，1978年
提 高 到 7.52 亿 元 ，2023 年 达 到
15108.99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 82.9%。共建西部金融中心，金融
业增加值达2555.6亿元；金融机构存
贷款余额分别超 5.8 万亿元、6 万亿
元，均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消费能级持续提升。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78 年的 13.8 亿
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10001.6 亿元，成
为第2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
万亿元的省会城市。

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拥有
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成渝（兴隆
湖）综合性科学中心和天府实验室。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3 万家、居
全国城市第6位。

枢纽势能全面提升。成都是国
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国
际（地区）定期直飞客货运航线恢复
拓展至 72 条、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2023年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7000万
人次、居全国城市第3位。

国际交流和经贸合作深化拓展。
外国获批在蓉设立领事机构达23家、
居中西部城市首位，国际友城和友好
合作关系城市增至113个。2023年进
出口总额达7489.8亿元、外商直接投
资22.9亿美元，均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平均每天新增2家外商投资企业。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雪山下的公
园城市”特质更加鲜明，天府绿道累计
突破 7000 公里，各类公园达 1500 余
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4.7%，
市控及以上地表水断面水质全部优
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提升。截至
2023年末，全市三级甲等医疗卫生机
构61家、居全国城市第2位。在蓉高
校65所，在校学生突破120万人。博
物馆 192 家、居全国城市第 2 位。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600公里、
居全国城市第 4 位。连续 15 年位居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从4亿元到2.2万亿元
75年来成都经济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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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紧接01版 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
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
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
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壮丽旗帜！

文章指出，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
实的。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
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
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
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
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
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
持，不可动摇。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
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
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
神最重要的体现。

文章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
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
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

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
足民族又面向世界。

文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
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从少年儿童抓
起。要教育引导学生把自身的理想同
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导学生树立和坚
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爱国主义精神在
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时刻不忘自己是中
国人。

文章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
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
力量。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
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
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发
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压实责任守牢安全底线
用坚守奉献为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护航

紧接02版 王凤朝来到这里，看望慰问
地铁值班站长、安检、安保、保洁等工作
人员，详细听取国庆期间大客流应对和
安全保障工作汇报，仔细询问行车运
力、客流组织、客运服务、设备保障等各
项工作。他指出, 假期即将来临，成都
位居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列，是不少
游客的首选。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重
点区域、重要设施、重点部位，加强假期
旅游安全管理，全面摸排隐患、堵塞漏

洞、压实责任。要建立多方协调联动机
制，依托科技赋能，实现联防联控、信息
共享，打通抵离堵点，着力提升市民游
客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树立服务意识，
发挥城市窗口作用，做好旅客服务、秩
序整治、环境卫生等保障工作，用坚守
奉献为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护航。同
时，要加强节日客流形势动态研判，认
真做好应对预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
周年营造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