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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站在新起點，新雙流有了新使命。
雙流的發展之路徑已然十分清晰：高質量建

設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把雙流打造成為航
空經濟之都、生物產業之城、電子信息之谷。

航空經濟之都方面，重點發展航空運營服務
、航空製造維修、航空物流、跨境貿易、航空
金融、航空總部六大航空經濟集群，加快打造
國際知名、全國一流的航空經濟之都。2018年
，預計航空經濟產值實現1200億元，力爭到
2020年突破1500億元。

生物產業之城方面，依託成都天府國際生物
城，大力發展生物技術藥物、新型化學藥製劑

、高性能醫療器械、智慧健康+精準醫學等六
大業態，加快打造門類齊全、集聚度高的生物
產業之城。2018年，生物產業產值將實現80億
元，力爭到2020年突破300億元。

電子信息之谷方面，正在構建以集成電路、
新型顯示及智能終端、信息安全為主的三大領
域，重點以芯片設計製造為突破，瞄準第二代
、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方向，構建 「研發設計
─生產製造─封裝測試─市場應用」集成電路
全產業鏈。2018年，電子信息產業產值將實現
800億元，力爭到2020年突破1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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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
雙流，一座中國西南的小城，一

座40年前農民人均純收入不過91
元的小城，一座曾被稱傳唱為 「金
溫江，銀郫縣，叫花子出在雙流縣
」 的小城，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
，從這裏出發走向世界。

從 「蜀都之冠」 到 「全國百強縣
」 ，從 「中國全面小康十大示範縣
市」 到 「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區」
……迎來新時代，站在新起點，雙
流正不斷用實力刷新自己的榮譽牆
，用奮進書寫着新輝煌。

回望來路，40年，雙流從一個純
農業縣一步步成為成都中心城區，
四川自貿試驗區及天府新區重要組
成部分，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
生動演繹了一出縣域經濟從 「醜小
鴨」 到 「白天鵝」 的勵志故事。

圖：雙流縣委宣傳部提供

幽默的雙流人順勢編了一首順口溜，反映
滄桑巨變─雲對雨，雪對風，大雁對長空
，你來雙流我做東。請聽我來講一講，我們
的雙流就是 「港」：雙流的港，西航港、蛟
龍港，航空港，一個都比一個 「港」；雙流
科技更加 「港」，漢能的瓦，申威的芯，華
體有個華表燈，天安門前照我心；雙流的山
，是牧馬山，山上的別墅很高端；雙流的地
，是插花地，地上全是項目地，種的都是高
科技；雙流的天，是藍藍的天。天之藍，夢
之藍，我們的空港有花田，嘗個草莓比蜜甜
；雙流的海，五湖加四海，雙流的生活很精
彩……

一個 「港」字道出雙流人民群眾滿滿的獲
得感和幸福感。2017年，雙流的農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4772元，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
91元的272倍。

根據最新的2018年中國中小城市科學發展
指數研究成果，雙流區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
區中排名更進一步，位列第37位，在中國中
小城市綠色發展百強區中排名48位，在2018
年度全國投資潛力百強區中排名68位，在
2018年度全國科技創新百強區中位列36位。

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
發展理念，並把創新放在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強調要把創新擺在國家
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雙流的大地上，雙流人敢為天下先而播下的創新種子早已破土，
書寫成一個又一個世界第一的傳奇。

在雙流，世界首條新能源空鐵帶着人們 「飛」了起來。 「成都中心
城區將建698公里新能源空鐵線路，貫穿沿線旅遊資源，串聯起金沙
遺址、武侯祠等歷史文化景點，打造 『穿越3000年』的品牌。」西博
會上，中唐空鐵董事長唐通透露，新能源空鐵不僅在成都、西江苗寨
兩地建設示範線，還沿着 「一帶一路」走向世界，將在泰國、尼泊爾
、柬埔寨等國鋪上空中鐵軌，帶着世界一起飛。

2018年，世界首條工業4.0高效電池生產線在雙流的通威太陽能 「智
能製造」生產線上線。這家世界級的 「超級工廠」裏，難以見到人來
人往的操作工，只有三三兩兩的工程師。替代工人的，是自動化的機
器人在車間來回穿梭，負責上料下料。

雙流的創新基因，也成就了一個圓夢的好地方，浙江人潘錦功就在
這裏實現了在碲化鎘玻璃上發電的夢想。

你能想像嗎？單片面積1.92平方米的發電玻璃上，一年可發電260
度-270度。這樣的黑科技，今年4月就已經在雙流工廠投產。僅5個月
時間，潘錦功的公司已收到了兩億元的訂單。

潘錦功動情地說 「感謝雙流！」

如果你走進雙流，會發現這是一座被公園 「
包圍」的城市，滿眼皆綠。一個猶如飄逸的井
字形公園裏，春有桃花紅，夏聽蛙聲一片，秋
摘黃金梨，冬聞蠟梅香，好一幅美麗的中國山
水畫卷。

這座公園總面積15000畝，西片區為楊柳河
公園7000畝，東片區為五湖四海區域8000畝，
貫穿一座城，為城市造了一個巨大的綠肺，也
形成了城市建在公園裏的新格局。

在如此美好的公園城市生活，人們歲月靜好
般地繁衍生息着。

有了這座公園，雙流人羅先生戒了麻將，每

個周末都與家人在這裏尋找自然的樂趣。世界
上最長壽的老人付素清曾在雙流生活了119年
，看了一個多世紀的世事變遷。目前，成都市
年紀最大的老人朱鄭氏正怡然生活在勝利鎮雲
華社區，她六世同堂，直系子孫後代近百人，
今年9月11日，她剛剛過了118歲生日。

接下來，雙流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將堅
定踐行 「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
努力繪就 「城在綠中、園在城中、城綠相融」
的城市生態畫卷，塑造 「綠滿雙流、花重廣都
」的城市綠韻，努力做到讓雙流天更藍、地更
綠、水更清。

四川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提出，大力實施全面開放合作戰
略，形成 「四向拓展、全域開放」立體全面開放新態勢。

在開放領域，雙流可謂佔盡天時、地利和人和。
雙流是全國第四大樞紐機場所在地，享譽海內外的雙流國

際機場是中國最繁忙的機場之一，每隔兩分鐘就要起降一架
次飛機。2017年，旅客吞吐量逼近5000萬人次，穩居全國第
四、西部第一。

雙流國際機場是四川省的一座著名的產業文化地標，站在
雙流大地上，完全可以把地球看作一個村，因為這裏開通了

112條國際航線，可以快速抵達世界各地。
雙流國際朋友圈，擁有四個國際友城，分別是韓國的光州

廣域市（南區），土耳其的伊茲密爾市、加茲密爾區、摩爾
多瓦奧爾海伊以及美國拉薩維爾市。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雙流要搶抓新一輪對外開放機遇，認
真落實省委 「四向拓展、全域開放」和成都市委打造西部國
際門戶樞紐部署要求，持續提升區域競爭力和輻射帶動力，
構建形成以空港樞紐和自貿區為雙引擎的開放新格局。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轉變政府職能，把
「放管服」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

，持續加以推進。
雙流對自己提出了 「中西部政務服務最優城

市」的目標，持續深化 「放管服」改革，創新
優化政策服務、政務服務和法律服務等。

9月28日下午，雙流區委書記韓軼以 「服務
員」的身份，出現在八角咖啡館，與10餘位企
業家共話 「產業發展挑戰與機遇」。

大家意不在喝什麼味道的咖啡，更在意向韓
軼反映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有人說 「公司5月與雙流簽了一個協議，土地
一直也沒有給我們」。有人說， 「我們企業在某
科技園整體買了一棟樓，因產權分割問題導致影
響企業下一步融資問題」。還有人反映 「交通問
題和住房問題影響了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

企業家反映情況時，偶爾，韓軼也會插話、
追問，現場張馳有度，輕鬆活潑。末了，韓軼
說 「今天開始，我們不斷的通過溝通，通過企
業發現我們工作的不足，同時來不斷的提升政

府的行政能力，我們雙方一起，共同解決雙流
的發展。」

這一杯咖啡，喝得卓有成效。
區領導與企業家定時喝咖啡，這是雙流創新

的 「企業咖啡時」制度，旨在搭建起政府與企
業常態化、長效化的溝通平台，努力營造重商
、親商、富商、安商的投資和發展環境，推動
雙流經濟高質量發展。

除此之外，雙流持續深化 「放管服」改革，
取消、增加行政許可事項11項，將129項行政
審批事項集中辦理、72項個人事項下沉到鎮（
街）辦理，全面推行審批服務 「標準辦、馬上
辦、就近辦、一次辦、智能辦」，為全區企業
提供高效便捷優質的政務服務。

目前，空港自貿企業服務中心承接省市區行
政審批事項154項，在全省率先推行企業投資
項目 「承諾制」，項目開工前審批時間從197
天壓縮至60天，並開展 「容缺辦理」等特色服
務，專設非特化妝品備案、外匯管理等窗口，
事項辦結提速約55%。

創新雙流 開創多個世界第一▼成都雙流保稅區B型 張偉攝

▼成都芯谷起步區 熊軍攝

▼雙流創客公園 熊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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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發動機維修 張航宇攝 ▲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航站樓 程從信攝

▲雙流鳳翔湖公園
熊軍攝

▼雙流航空樞紐物流基地 張偉攝

時代雙流 打造成航空經濟之都、生物產業之城、
電子信息之谷

▼漂亮的四川大學 張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