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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宜人城市的新樣板

在成都，「南富西貴」的說法至今仍被時常提起。
成都城區的西部，因「上風上水」的獨特地理位

置及千年積攢的深厚文化底蘊，歷來被視為成都城區
居住的首選，而成都市青羊區，則恰恰位處成都西部
城區的核心區域。

過去五年，青羊區先後完成7.44萬平方米的舊城改
造，啟動2175畝綠地建設，實施城市新建成區公建配
套「三年行動計劃」，同時深入推進城鄉環境綜合治
理，建設生態綠道36公里，214個老舊院落居住環境得
到改善。

未來五年，為打造宜人城市的新樣板，青羊區將按
「精品城區」的思路，繼續做好多方面的努力。在新區
建設方面，實施新區建設提速工程，力爭使涉農地區
建成和在建城市面積在五年內達到主城區建成面積的
一倍以上，集聚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城市功能和城市
形態基本形成。舊城改造方面，實施舊城改造提速工
程，力爭實現拆遷改造500畝以上，其中用於產業載體
建設的舊城地塊拆遷力爭達300畝以上。基礎設施建設
方面，實施基礎配套提升工程， 眼生產、生活便利
化和城市功能高端化，加快提升城市基礎配套水平。
城鄉環境方面，實施城鄉環境提升工程，高標準、大
力度推進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努力打造生態宜人、環
境優美的城市形象。

五年後的青羊，覆蓋全域的現代城市形態將基本建
成，宜商宜業宜居的城市功能全面升級，與「上風上
水」生態本底相宜的「生態之美」更加彰顯，與文化
資源富集特質相宜的「文化之魂」充分展現，城市管
理水平、文明程度和環境質量等各項指標，保持或進
入西部同類城區前列。

打造「產業升級」新引擎

統計顯示，轄區面積僅66平方公里的青羊區，以佔

成都全市約0.54%的轄區面積創造了全市近9%的生產

總值，單位面積產出水平為全市、全省最高。隨 城

市的快速發展，土地資源的捉襟見肘，已成為制約青

羊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如何才能破解自身發展空間受限的瓶頸制約？

對此，青羊區給出了「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努力打

造推動產業結構向『高層次』升級新引擎」的藥方，

並為此實施了四大計劃。
在載體建設促進計劃中，青羊區把破解產業載體不

足難題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基礎工程，努力在拓展發
展空間上取得新突破，力爭通過五年努力，建設十個

以上城市綜合體，10個以上甲級寫字樓，同時新增10
個以上五星級酒店，全區新增產業載體面積300萬平方
米以上。

在重點產業促進計劃中，青羊區按照突出發展以總
部經濟為核心的「四大主導產業」的思路，進一步做
強第三產業。力爭到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佔地區生
產總值的比重達到80%以上，生產性服務業佔服務業
的比重進一步提升。

在產業集聚促進計劃中，切實引導產業合理佈局，
大力推進集群集約發展。力爭到2016年，稅收「億元
樓宇」達到10棟、「億元特色街區」達到3個、稅收

「十億園區」有1個。
在重點企業促進計劃中，青羊區將堅持在要素配

置、載體保障上向龍頭企業、重點企業傾斜，強化產
業骨幹的帶動效應。力爭到2016年，形成地方稅收實
得500萬元以上的企業100戶，銷售「百億企業」達到5
戶以上，上市企業達到10戶以上，全區註冊工商企業
達到50,000戶以上。

塑造「社會建設」新典範
為使青羊成為成都民生幸福、社會和諧的新典範，

青羊區近年來大力推進「四大民生行動」，全力打造
「現代化幸福青羊」。

在「民生福祉提升行動」中，青羊區將健全以民生
為導向的公共財政體系，創造更多優質公共服務資
源，整體提升社會福祉。在「社會事業領先行動」
中，青羊將保持教育、醫療事業的領先水平，積極推
進各項社會事業全面健康發展。在「社區細胞建設行
動」中，青羊則堅持工作重心向社區下移、各類資源
向社區傾斜、經驗亮點在社區集成，力爭通過5年努
力，將該區所有社區建設成標準化社區，一半以上社
區達到精品社區標準。此外，青羊區還大力推進「社
會管理創新行動」， 力構建以服務為主的社會管理新
體制，加強民意訴求表達、收集、處理、回應機制和
平台建設，切實保障公眾利益訴求渠道暢通。大力培
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積極引導社會組織有序參與社會
管理。進一步深化「大調解」工作機制，建立完善法
律服務和法律援助體系，鞏固「平安青羊」建設成
果，健全完善公共安全防控體系和應急平台建設，嚴
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加強食品、藥品、環境等領
域的安全防範。

通過「四大民生行動」的實施，青羊區居民收入與
經濟發展有望實現同步增長，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
更加健全，社會管理機制也將更加完善。青羊區將形
成與城市「心臟」、「臉面」地位相適應的和諧安寧的
社會環境，群眾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社會治安和公
共安全狀況等指標，將保持或進入西部同類城區前
列。

樹立「文化之都」新標杆
作為一個文化資源富集的區域，為充分發揮轄區文

化資源的比較優勢，青羊區面臨 增強文化凝聚力、
發展文化生產力、提高文化服務力的「三大任務」。針
對「三大任務」，青羊區找準重點「對症下藥」，積極
推動其由文化資源大區向文化實力強區的轉變，努力
使該區成為中西部領先、全國知名的「文化之都」新
標杆。

為不斷增強自身的文化凝聚力，青羊區突出思想引

領，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風尚，使
知榮辱、講正氣、盡義務成為全區上下的普遍追求。
切實淨化社會文化環境，努力培育積極樂觀、遵守規
則、文明禮讓的青羊民風。深入開展市民讀書活動，
大力普及科學知識，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
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建立完
善文明城市創建的長效機制，持續提高市民素質和城
市文明程度。

在大力發展文化生產力過程中，青羊區則努力突出
區域特色，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結合特色
街區打造和品牌節會開展， 力打造一批具有獨特地
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更加重視文化產業發展，加快文
化資源優勢向文化產業優勢轉化，依托區內金沙遺
址、杜甫草堂等文化資源的影響，擴大文化對外交流
與合作，使青羊成為展示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窗口、
國內外經典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針對加快提高文化服務力的問題，青羊區突出惠民
主題，圍繞「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示範區」建設，加快
形成覆蓋全區、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同時
不斷健全文化建設的體制機制，切實加強文化人才隊
伍建設，進一步激發自身文化建設的活力。

建設「全域開放」新高地
在中共成都市委提出的「五大興市戰略」中，「全

域開放」是其中的重要一項。為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
的力度，建設成都市域內「全域開放」的新高地，青
羊區在四個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首先是優化區域發展環境。青羊區近年來深化法治
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強化政府市場監管職能，規
範市場經濟行為，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提高行
政效能和服務水平。同時積極營造國際化的投資、工
作和人居環境，吸引更多的國際機構、跨國公司落戶
和海外人才來青羊創業。

二是深化對外交流合作。以促進文化交流、吸引領
館入駐和建設世界旅遊目的地為平台，廣泛開展經
貿、科技和人才等國際交流合作，進一步發揮青羊在
成都「充分國際化」中的前沿和窗口作用。同時積極
擴大與國內、周邊區縣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多種形
式的戰略合作聯盟、飛地園區、合作園區和共建區縣
等合作方式。

三是堅持實施招大引強。堅持在人力、財力和政策
措施上優先保障招大引強各項工作落實，充分發揮招
商引資對區域產業升級、稅收貢獻和經濟活躍的促進
作用。要突出舊城改造重點片區、西部新城核心區等
項目的包裝推介，強化產業鏈招商和專業化招商，增
強招商引資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瞄準世界500 強、國內
行業100強及區域性龍頭企業， 力引進大企業大集
團、骨幹稅源企業和高成長企業，充分發揮招大引
強、選商引資對區域產業升級、稅收貢獻和經濟活躍
的促進作用。

四是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加快完善科技創新體系，
大力發展和運用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帶動作用的核
心技術和關鍵技術，提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度。加快人才資源開發，健全培育、留住和用好人才
的體制機制，加快人才資源向人才資本轉變。同時不
斷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大力支持自主創業，加大對中
小企業尤其是民營科技企業的扶持力度，增強企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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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區，為成都市中心城區，是成都乃至四
川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中心。全區面積66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約80萬人。青羊區歷史悠久，地域經
濟、巴蜀文化非常發達，是成都市功能分區中的文化
旅遊區，擁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金沙遺址、杜甫草
堂、青羊宮、文殊院、寬窄巷子等一大批歷史文化旅
遊景觀。

青羊區對外開放在成都市中心城區處於領先水平。
該區以「五大產業功能區」為載體，按照產業集中集
群集約的要求，全力引進總部經濟、金融服務、研發
設計、文化創意等項目。2011年外商直接投資77,087萬
美元，先後引進了維塔士遊戲服務外包項目、富力地
產麗思卡爾頓酒店項目等一大批重點項目。2011年度
參加青羊區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的企業共有147家，
其中港資企業有56家，佔40%。港企投資佔全區實際利
用外資的80%。主要從事商務服務、金融業、房地
產、批發零售、餐飲、軟件開發等行業。長江實業

（集團）、華潤集團、遠東集團、華人置業、屈臣氏、
東亞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渣打銀行等知名港資企業
先後落戶青羊。

蜀韻金沙錦繡青羊

今年初召開的中共成都市第十二次黨代會，開啟了成都「領先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

展，奮力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嶄新航程，吹響了成都市全面實施「五大興市戰略」，加

快建設城鄉一體化、全面現代化、充分國際化的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的號角。中共成都市青羊區

委書記謝強表示，未來五年，青羊區將以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端化」轉型、城市形態向「高層

次」升級為重點，加快推進「全面城市化、率先現代化、充分國際化」進程，全面加強經濟、

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不斷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切實肩負「頭雁高飛」使命，

力強化「領先發展」優勢，努力建設「宜人城市新樣板、產業升級新引擎、社會建設新典

範、文化之都新標杆、開放合作新高地」的「五新青羊」。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文捷唐鎏宇

■青羊綠洲總部基地 ■金沙遺址博物館

■成都天府廣場

■被譽為「西部總部領跑者」的青羊工業總部基地

■寬窄巷子最成都 ■成都青羊宮 ■第三屆中國成都國際非遺節

■成都琴台路

■青羊「健康小屋」

■青羊居民打太極拳

成都市青羊區五星品質的精品城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