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投资就是
抓未来。

2021 年 11 月 8 日，绵阳招大引强
与招新引优再传喜讯：这天，在绵阳举
行的“中国（绵阳）科技城招商引资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上，绵阳市政府与3
家重点企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绵阳相关县（市、区）、园区分别与 13
家企业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共签约项
目33个，签约金额500.7亿元。

“此次项目签约，必将掀起绵阳对
外开放和项目建设新一轮热潮，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绵阳市相关负责人如是表示。而就在1
个月前的10月8日，绵阳88个投资额
在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额达到60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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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五年上市企业实现翻番

A.攥指为拳抓项目 >>>
设立“骏马奖”和“蜗牛奖”，在全市上

下形成“大抓项目”与“抓大项目”的强大
气场

在高位求进中，今年以来绵阳项目建设再擂
战鼓。

据悉，今年 1-10 月，绵阳新签约招商项目
252个、金额 1409.6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2.5%、
22.19%，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新项目相继落
地、建设、投产，成为绵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增长关键在于稳投资，抓发展关键在于

抓项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项目建设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以‘非常之为’争项
目，以‘非常之功’引项目，以‘非常之力’建项目，
以高质量的项目建设助推绵阳高质量发展。”在
多个场合，绵阳市的主要领导如是强调。

循着这一理念，绵阳从体制与机制着手，攥
指为拳，压实责任，在全市上下形成“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的强大合力。为此，从今年以来，绵阳
建立了每月举行一次的“县（市、区）委书记月度
重点工作点评会”制度，该会由市委主要领导主
持，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听取与点评各县（市、区）
每个月在项目推进中的重要成就与举措、差距与
原因。今年上半年，绵阳市委市政府还高规格地
召开全市县域经济发展暨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会，
把会场搬进现场，在为期三天的项目拉练中，顶
着烈日，行程千里，深入到全市 37个重点项目建
设点位，让大家“现场看、现场比、现场学”。

同时，今年以来，绵阳还设立了两个特别的
奖项——“骏马奖”和“蜗牛奖”，按季度评选“骏
马项目”和“蜗牛项目”，对推进有力的项目进行
通报表扬，对建设滞后的项目进行通报批评。特
别是对进展缓慢的“蜗牛”项目责任单位进行约
谈，督促整改提升。并建立重点项目目标考核制
度，对各县（市、区）、园区和市直相关单位的项目
推进情况进行逗硬考核，把全市上下各方面的力
量都充分地凝聚到全力以赴“争项目、引项目、建
项目”上来，以项目论英雄，以发展论能力。

就在这样一种“抓好项目是本职，抓不好项
目是不称职，不抓项目就是失职”的浓厚氛围与
思想共识之中，今年前三季度绵阳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1219.67 亿元，同比增长 12.6%。在此
带动下，前三季绵阳实现GDP2374.34亿元，同比
增长10.1%，比全省（9.3%）高出0.8个百分点。

B.双轮驱动强核心 >>>
统筹抓好存量扩张与增量招引，让

“老底子”焕发新活力，让“新引擎”成为主
动能

今年 10 月 28 日，由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能源”）投资的绵阳
锂电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据透露，这也是中国西
部最大“高倍率圆柱锂电池”生产基地。

据介绍，长虹能源是一家集一次碱锰电池、
二次锂离子电池等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长虹能源在稳
定的碱锰电池制造格局的基础上，持续深耕锂
电细分市场。2020 年 4 月 18 日，长虹能源投资
19.58 亿元的绵阳锂电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该项
目投产后，长虹能源锂电池生产线将由 4条提升
为 8 条，日产量由 70 万增加到 150-170 万只，年
产能突破 5亿只，实现高倍率圆柱电池产能国内
第一。企业计划未来 5 年日产能超过 300 万只，
努力做到全球第一，成为全球高倍率锂电池单
项冠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支撑。“没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经济
高质量发展”。让工业挑起大梁、制造业扛起大
旗。今年以来，在观势谋局的基础上，绵阳市委市
政府相继出台《绵阳市集中精力大抓工业24条措
施》《绵阳制造业重点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指南》。
特别是在一手抓存量扩张、一手抓增量招引中，
绵阳提出将坚定不移地聚焦产业主攻方向和优
势特色产业的培育，重中之重地推进专业化与精
准化招商，促其绵阳的先进制造业纵向延伸、横
向耦合、集群发展。

据了解，在这一“双轮驱动”的发展策略中，
绵阳今年前三季度引进 69个 5亿元以上的重点

产业项目。在继投资240亿元的绵阳惠科第8.6代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去年建成投产后，
总投资 50亿元的惠科显示模组项目今年再度落
户绵阳。9月6日，首期投资50亿元的杉金光电绵
阳偏光片项目和计划总投资 50亿元的中电光谷
绵阳科技园项目这两大招商引资项目在绵阳同
时开工建设。其中，杉金光电是LCD偏光片市场
全球第一的杉杉股份全资子公司，在国内光学领
域特别是高端偏光片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杉金光
电绵阳偏光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绵阳加
快形成“芯—屏—智—物—网”于一体的新型显
示产业全链条，助力绵阳打造国家级新型显示创
新型产业集群。

“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锚定建设
西部先进制造强市的目标，在上月举行的绵阳市
第八次党代会上，绵阳十分鲜明地将“工业强市”
战略作为全市“四大战略”之一，计划到2025年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达到6000亿元以上，实
现工业规模倍增。

C.持续发力锻环境 >>>
创新构建项目推进“五个一”工作机

制和重点企业扩能上量工作专班，以营商
环境的持续优化助力项目建设与赋能高
质量发展

冬日的严寒，挡不住绵阳抓项目的热度与
速度。

11月23日，记者来到位于绵阳辽安大道旁的
中南高科·绵阳安州擎动未来产业园项目建设工
地，但见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据介绍，总投
资 30 亿元的中南高科·绵阳安州擎动未来产业
园，通过“载体+实体”的开发模式，着力打造集产
学研、产业链、孵化器等功能齐全的专业化汽车
零部件产业基地，吸引相关汽车产业，形成上下

游高端产业集群。
在继续加力加劲地培育 3000亿级电子信息

这一目前绵阳的第一支柱产业的同时，绵阳还立
足自身比较优势加速培育2000亿级汽车产业，奋
力建设四川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四川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重要的智能汽车
生产基地。此间，绵阳在延链、补链与强链中，通
过实施精准招商成功引进了总投资上百亿元的
绵阳威马汽车等重大项目。此前不久，绵阳还与
国内另一家知名新能源汽车公司——理想汽车
达成了在绵设立理想汽车增程器研发及生产基
地建设的投资合作协议，并意欲将此项目打造成
为全球增程器研发与制造的龙头企业。

这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挂帅出征、
挂图作战、挂责问效”的项目推进中，绵阳创新地
构建起了“围绕一个重大产业项目，安排一位市
级牵头领导，明确一个责任单位，成立一个项目
工作专班，制定一套项目推进工作方案”的“五个
一”工作机制，将 325个省市重点项目和 21个加
快前期推进工作的重点项目落实到具体牵头联
系的市级领导，实现市级领导牵头联系省市重点
项目全覆盖。仅今年以来，32位市级领导就牵头
研究重点推进中的相关事项达 272次，助力项目
建设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

与之同时，绵阳还牢树“保市场主体就是保
社会生产力，就是保经济基本盘”理念，特别是立
足于建成达产的项目，创新地成立了37个重点企
业扩能上量工作专班。在政府与企业的双向发力
中，仅在今年前三季度，37家专班企业就实现产
值982.9亿元，其增长幅度达到34.8%。

项目为纲，实干至上。在“紧紧围绕项目转、
牢牢盯着项目干”中，截至目前，绵阳已谋划“十
四五”项目 3576个（含今年已开工项目），预估总
投资 12447.43亿元，并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
投资 7236.88亿元。攻坚项目，赋能发展，绵阳击
鼓奋进激战犹酣！

新签约项目252个、金额1409.68亿元！以“非常之为”争项目、以“非常之功”引项目、以“非常之力”建项目的“绵阳路径”——

绵阳：按下项目“快进键”助力经济“加速跑”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任毅张宇

国机重装、中国二重5个项目
获2021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

四川经济日报讯（郭太平 栗薪洋 郝瑾 李蓬川
记者 闫新宇 文/图）近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公布
了2021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目录，
国机重装、中国二重 5项科研成果上榜，包括特等奖 1
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其中，由中国二重牵头、中国重型院参研的《8万吨
模锻压力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中国机械工业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

中国重型院主持完成的“高端金属板带关键后处
理装备及核心生产工艺的研发与应用”获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二重装备主持完成的“高腐蚀介质下的超重超
长沸腾床渣油加氢反应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重机牵头项目《东南亚炭质板岩工程特性研究与
围岩稳定安全控制技术》荣获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中国重型院主持完成的“高性能低能耗重载伺服
液压缸及其系统开发与应用”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悉，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主办评选，授予为促进科
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该奖项是机械行业科技成果奖励方面的最高荣誉。 国机重装所属二重装备制造的世界最重（2400吨）沸腾床渣油锻焊加氢反应器在国机重装镇江基地发运

巴中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抓发展必须把
握阶段性主要矛盾。巴中同步现代化，工作重心
要从基础设施补短板转向产业培育振兴，始终
扭住产业发展牛鼻子，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
兴、促进老区振兴。

工业兴则百业兴，工业强则百业强。工业作
为“产业培育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中市将
怎样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11月 23日，在
巴中市委举行的解读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新闻
发布会上，巴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小林表示，工业是贯彻落实市委提出的“以
产业培育振兴为主线”的中心和关键，巴中要实
现后发赶超、振兴发展必须抓好工业，以工业振
兴促进老区振兴。下一步，将狠下决心，把更多
的资源和要素配置给产业；狠下苦功，把更多的
政策和力量用在工业高质量发展上。

推动规模化发展，把经济总量做大。围绕
“三集群、两基地、县域1+1产业”新型现代工业
体系建设，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发展，力争 2025
年工业营业收入迈上 1000亿台阶。成链化发展
主导产业。引育一批补链延链强链企业，补齐产
业链条短板，力争 2025年建成 500亿级食品饮
料产业集群、200 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100
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全国优质肉
制品供应基地、区域性优质白酒基地、西部现代
生物医药康养新兴产业基地、西部先进碳材料

基地，建成川东北清洁能源基地。差异化构建工
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推动区县建
立“1+1”现代县域工业体系，扶持主导产业、特
色产业集聚成势，力争 2025年“县域 1+1”工业
营收占全部工业比重达到 70%。精准化培育市
场主体。实施制造企业“贡嘎培优”五年行动计
划，开展中小企业培育提升行动，梯次培育龙头
企业、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中小微企业。力
争2025年，培育50亿级企业1-2家、10亿级企业
10家、“贡嘎”企业2家、“蹬羚”企业5家，全省制
造业百强企业1家，新增“专精特新”企业20家，
主板上市企业1-2家；工业企业突破2000家，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 400家。优质化推动项目建设。
按照“谋划储备一批、改造升级一批、加快建设一
批”原则，每年谋划10亿元项目10个以上、实施
重大工业项目30个以上，技改投资年均增长10%
以上，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0%以上。

推动集约化发展，把承载能力做强。坚持
“一核心五组团”园区空间布局，大力开展园区
提档升级行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鼓励企业建
多层建筑、开发地下空间，支持园区建设孵化器
（标准化厂房）、加速器。统筹规划建设现代物流
园区，完善咨询设计、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
台，以及休闲购物、医疗教育等城市性功能配
套。做大做强特色园区。巩固提升一区县一主体
园区，加快建设中国西部肉类食品、秦巴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平昌白酒等专业园区。力争
2025年工业园区建成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新
建标准化厂房 70万平方米，争创国家级园区 1
个，建成省级示范园区3个，园区承载能力显著
增强。

推动协同化发展，把开放合作做深。强化项
目招引。实施制造业招商行动，力争引进石墨、
天然气发电、中药及中成药、肉制品精深加工、
农特产品精深加工等投资超 10 亿元项目 10
个以上，“十四五”期间，制造业招商项目累计
到位资金 300 亿元。深化区域协作。抢抓东西
部产业协作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
遇，支持平昌、巴州、恩阳与成渝地区建立机
械、电子产业配套区，通江、恩阳建立绿色产
品供给基地。采用“一园两区”模式，在巴中经
开区、恩阳柳林规划建设金华-自贡-巴中协
作产业园。引育总部经济。支持各区县与巴中
经开区按照“总部+基地”“研发+转化”“终端
产品+产业配套”模式，共育产业、共建园区。支
持企业到巴中经开区设立总部、研发中心、结算
中心等，推动巴中经开区“二次创业”创建国家
级经开区。

推动智能化发展，把创新驱动做实。加快平
台建设。引导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
新联盟，联合开展技术开发和业务创新。到2025
年，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1家。加强技术研发。支持骨干企业、
科研院所开展白酒微生物发酵及勾调、高碳石墨
提纯等产业技术攻关；支持科技成果市场化交
易。力争“十四五”期间，新增发明专利20项，15
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加强品牌建设。实施
品牌培育、品质提升计划，支持企业开展质量管
理体系建设和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申报地
理标志产品，争创中国、天府质量奖。力争“十四
五”期间，新增天府质量奖10个，省级品牌示范
企业10家，新申报地理标志产品5个。

推动融合化发展，把三产联动做优。建设
工业原料基地。支持龙头企业采取“建立产业
联盟、创办专合组织”方式，在有条件的乡镇建
设特色产业原料基地，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种
养，保障原材料供给。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推进
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
在工业领域的示范应用，促进制造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到 2025 年，建成智能
车间 10 个，上云工业企业 200 户。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鼓励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鼓励有
条件的制造业企业“主辅分离”，推动企业由单
一设备制造向系统解决方案服务转变。加强生
产性服务业态培育，围绕乡村振兴、文旅康养
和生产性服务三大方向，培育工业发展新业
态。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何菊

聚力“五化”巴中力争2025年工业营业收入迈上千亿台阶

我省已累计建成45个全国节水
型社会达标县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慕秋）近日，四川
省水利厅组织召开 2021年省级节约用水工作联
席会议。记者获悉，“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推动
全省节水型社会建设。

据悉，“十三五”末我省用水总量、万元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降幅分
别为 11%、37%和 68%，累计建成全国节水型社会
达标县 45个，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在此基础上，省水利厅提出新发展阶段四川节水
工作新思路，要求把“节水优先”和提升水资源利
用效率作为新时期四川节水工作的着力点，加快
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建设。省水利厅要求各有关
单位“既要管行业、又要抓节水”，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节约用水办法》，对标对表《四川省节水行
动实施方案》和《“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任务，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
高各行业的用水效率，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2020年度四川专利奖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讯 11 月 23 日，四川省政府网

站发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度四川专
利奖授奖的决定》。

经四川省专利实施与产业化奖（以下简称四
川专利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省政府决定授予，授
予“一种强震后高原寒区隧道两侧松散体地层施
工方法”等12项专利四川专利奖二等奖，授予“窑
头外投料煅烧高活性混合材的方法和设备”等20
项专利四川专利奖三等奖，授予“陶瓷彩砂真石漆
及其制备方法”等29项专利四川专利奖创新创业
奖。 （川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