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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成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9%

1—5 月份，成都都市圈晒出亮眼产业
“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高出全省2.8个百分点 。

拆解这份“半年卷”，在成都极核引领
下，德眉资三市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两位数增长，区域协同发展活力尽显。
这份数据的背后，是成都极核引领，四

市协同共进的真实写照。“我们将在眉山建
成全球最大的激光显示光学屏制造基地和
全球最大的光学薄膜生产基地。”谈及企业
在都市圈的布局，今年79岁的菲斯特联合创
始人、副总裁吴庆富目光如炬。

“目前基地已经竣工并部分投产，全面
投产之后，将具备年产 300 万件光学屏和
3000万平方米光学薄膜的产能。”作为一家
从成都双流农家小院起步的企业，菲斯特已
成为全球仅有的两家掌握超大尺寸菲涅尔
透镜制造技术的企业之一。吴庆富表示，

“企业生在成都、长在成都，未来还要在这里

继续深耕发展。”
据省同城化办消息，依托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等9条重点产业链，成德眉资各具优势，
以“链”为媒，深耕产业协同。截至目前，新型
显示产业链、锂电产业链、清洁能源装备产业
链分别以103.9亿元、100.21亿元、76.54亿元
成为成都都市圈年度投资额前三位。

朝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 万亿目标。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成都还将继续带
动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编制新一轮成
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产业协作配套等，打造轨道上的都市
圈、高能级产业生态圈和公共服务均衡共
享优质生活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欢 周鸿

“依托成都的创新和人才资源，我
们实现了从传统水利作业到机器人智
能清污领域的跨越。”近日，在“创新共
同体 协同都市圈”——2025年天府大
道科创走廊建设推进会上，来自德阳
的东方水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东方水利”）主策划陈太坪说。

据悉，围绕成都都市圈“总部+基
地”“研发+制造”产业合作模式，东方水
利的产品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链条研发均
在成都完成。其自主研发的“河宝”机器
人产品覆盖水库、河道等智能清污场景，

在德阳旌湖、成都锦城湖均已应用。
陈太坪表示，天府大道科创走廊

的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对外展示的
平台和渠道，未来将以成都都市圈为
起点向外拓展市场，让我们的机器人
产品加速落地应用。

“成德眉资四市科技局将深入实
施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强化共
赢共建共享，共同推动天府大道科创
走廊高质量建设，共同推动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德阳市
科技局局长谢武林说。

案例11

共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案例22

共建西部科学城

一顶帽子就能让人感到凉爽。日
前，在西部（成都）科学城的天府兴隆
湖实验室内，研发人员王印庚展示了
这顶“科技”十足的帽子，“夏天戴上这
顶‘帽子’，可让头部温度比帽子表面
温度至少低10摄氏度。”

像这样的“创新”镜头，在西部（成
都）科学城里，每天都在发生，并不定
时地呈现出成果。

2025 年 6 月 16 日，成都市首批智
能机器人实景验证活动启动，10 家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携16款创新产品
集中亮相。其中，来自科创生态岛的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综合智能
服务机器人在武侯祠“上岗”，为各地
游客提供智能导览服务。

协同创新是重庆成都两地携手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有力举

措。聚焦“科创圈”，成都与重庆发挥
创新转化优势，深入推进科技创新要
素互联互通，加快共建西部科学城。

“通过打通线上平台，我们建立了
定期对接机制，把企业需求和资源供
给结合起来，探索两地企业的精准对
接渠道。”成都天投集团科创生态岛运
营公司负责人阎妍介绍，成都科创生
态岛正与重庆明月湖科创园区联动，
聚焦科技企业孵化与成果转化，营造
更具活力的区域科创生态。

事实证明，成渝科创互动愈来愈
紧密。5年来，两地协同推进重大创新
平台加速布局，推动建设国家实验室、
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26家、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3家，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5个，不断加快推动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步伐。

案例33

打造东部产业承载地

“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成都集研
发、设计、施工、装备、服务于一体。”谈
及当初为何将公司从上海整体搬到成
都，四川拓及轨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如是说。更让他感叹的
是，项目从最初接触谈判到最终确定
落户成都市，用时不到40天。

高效的政务服务展示了成都对接
东部产业的热情和决心。当前，国家
正积极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成都作为我国中西部的重要中心城
市，正在书写东西协作新篇章。

今年5月8日至10日，2025中国产
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四川）在成都举
办。作为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
工业大类和31个制造业门类的省份，成
都更是在其中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

成都与华为牵手20余年，从最初的

研发发展到了如今的成都制造、成都生
态、成都应用，已经将创新的种子植入
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并释放集聚效应，
助力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迈向万亿级。

同样的还有科大讯飞，在成都先后
成功落地了天府新区全国数字音乐业
务中心、讯飞“成都智谷”、蒲江AI产业
基地等项目，目前在成都高新区打造的

“讯飞星火大模型全国软件工程总部”
与“讯飞生态产业中心”项目已启动建
设，未来将进一步汇聚产业生态，培育
产业集群，加速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

成都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都将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作为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招”，积极对接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外
溢产业，促进成都与沿海地区产业互
动、要素流通、互促互惠。

从“轨道上的成德眉资”到“产业协同的成绵遂乐雅”，再到“山海相连的飞地园区”！

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一连串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政策组合

拳重磅出击：织密成德、成眉市域（郊）轨道交通网，让都市圈跨城通勤像“串门”一样便捷；创新“总部+基地”“设计+转化”产业

联动模式，激活成德绵产业发展新密码；提升成阿、成甘飞地园区“造血”能力，为欠发达县域送上发展“金钥匙”。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引擎”，成都深度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布局，持续强化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建设，一边全力“修炼内功”提升城市能级，另一边化身“超级磁场”，以强劲辐射力带动周边区域“组团升级”，在国家战略版图上

画出一道亮眼的协同发展轨迹。

“挑大梁”
18%土地擎起四川
经济版图60%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版图
中，以成德眉资为“内圈”，绵阳、乐山、遂
宁、雅安为“外圈”的成都平原经济区，正以
成都为核心增长极，通过推进一批跨市域
合作示范区、打造 1 小时资源供应圈，形成
强劲的区域协同效应。这片占全省约 18%
土地面积的区域，已贡献超 60%的地区生
产总值，成为驱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引擎。

这片热土如何持续释放发展潜能，迈向
更高质量发展？《意见》指明方向——以成德
绵产业联动区建设为突破口，探索“总部+基
地”“设计+转化”等跨市域合作模式，加速区
域一体化进程。

实践成果印证着路径的有效性。在绵
阳科技城新区中久大光半导体材料产业

园，全自动生产线蓝光闪烁，车间主任介
绍：“这批产品明早发往成都，用于 5G 基站
核心部件制造。”成绵产业联动紧密，供货
周期缩短40%。

同时，遂宁安居区蜂巢能源动力电
池 项 目 与 成 都 新 能 源 车 企 建 立“ 订 单
式”生产模式，每月供应超 10 万组电池，
形成“1 小时供应圈”；乐山五通桥区晶
硅光伏产业基地与成都共建四川省晶硅
光伏产业创新中心，“研发在成都、生产
在乐山”模式使企业产能提升 30%，产品
远销东南亚。

内圈同城化、全域一体化。“以成都都
市圈为先导，推动一批跨市域合作示范区
建设。”对于成都平原区建设，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副厅长罗旭刚信心十足，要推动雅

安与成都共建亚蓉欧雅安组货基地，推动
乐山市夹江、井研建设成乐一体化发展先
行示范区，推动成德绵产业联动区建设，加
强成德绵眉遂深化电子信息产业协作。同
时，推进绿色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提高成
阿、成甘飞地园区建设质效，实现带动五区
共兴发展。

“架起桥”
12小时“夕发朝至”

拉近东西互济时空距离

“12个小时，夜晚的时间，睡一觉就回家
了！”7月1日全国列车运行图更新后，成都至
上海、北京新增“夕发朝至”动卧列车，让在
蓉投资的长三角企业高管们兴奋不已。每
日两班，夕发朝至，一觉横跨2000公里，不仅
为商务出行旅客带去更多选择，也为假期出
游的市民带来便利。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

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和“制定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擘画了全方位推进
东西部协作和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宏伟蓝图。

“夕发朝至”的动卧列车带来的交通网
络优化，不仅重塑了时空概念，更成为吸引
产业资源的强磁场。如今，成都至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均通动卧，
构建起“日达全国、夜抵核心”的高效出行
网，重塑时空概念，成为吸引产业资源的“强
磁场”。

东西互济扎实推进，区域发展平衡性不
断增强。今年1月，成都赴粤港澳大湾区开
展投资促进活动，推动意向与签约项目落
地，增强“三中心一基地”核心功能；2月，奔
赴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多城为支点，开展

“1+4+N”系列活动，签约重大产业化项目，

打造“投资成都”城市品牌。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开放通

道的支撑下，成都向东、重庆向西，两大都市
圈双向开放，与东部地区形成“东部技术+西
部资源”“东部市场+西部产能”的优势互补
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是川渝两省市
肩负的重要使命。”相关负责人表示，成渝两
地将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的

“硬联通”和综合服务的“软联通”，做大做强
中欧班列（成渝）品牌，协同构建多式联运集
疏运体系，深化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
范，带动西部地区加速高水平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