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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魅力成都 感受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杨俊峰文/图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
画图”，四川省成都市，外揽山水之
幽，内得人文之胜，素有“天府之
都”的美誉。作为诗人李白笔下的锦
绣之地，成都是唐朝“扬一益二”的
富庶之地。

近年来，成都着力建设创新城
市，不仅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上发力，还在产业技术创新上下功
夫，努力打造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
都”。现在创新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张
崭新名片。

9 月 19 日到 22 日，记者参加了
由国外人才研究中心牵头组织、成都
市科学技术局主办的 2023 走进“魅
力成都”调研活动，走进成都，近距
离感受这里的创新活力。

“数字新城”促进经济增长

“各位专家教授，欢迎来到成都
市天府牧山数字新城。”9 月 20 日上
午，记者跟随 2023 走进“魅力成
都”调研组走进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
天府牧山数字新城，参观这里的数字
创新成就。在现场，讲解员给前来调
研的专家和记者就新城建设情况做详
细介绍。

“新城服务管理范围达84.06平方
公里。作为成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数
字经济带和绿色经济带的复合节点，
数字新城充当着新津区融入‘两区一
城’以及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载体。”

以数字经济为动力，推动区域产
业发展，天府牧山数字新城重点发展
数字新基建和数字内容产业，旨在打
造成渝地区的数字经济新典范，以及
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微城新样板。

“目前我们正在打造数字产品制
造集群，积极培育壮大机器人、智能
网联汽车等智能设备制造规模。持续
培育壮大数字服务集群，壮大成渝地
区的大数据、区块链、网络安全等数
字服务业，创新数字服务新业态。确
保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鼓励企
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共同参与推
进 数 据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及 数 字 产 业
化。”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年轻化也是牧山数字新城企业的
一个特点。在牧山数字新城核心区域
的重要企业中，有81%的员工年龄在
22 到 35 岁之间，而 68%的员工拥有
本科及以上学历，表明了人才队伍年
龄和学历结构的优势。

此外，该区域还汇聚了两所高校
和研究机构，拥有近 1.5 万名高职院
校学生，实现了校区、园区和社区空
间的多元共享，同时也促进了产业集
群的发展。

在天府牧山数字新城，记者还参
观了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基地。该基
地是由天府牧山数字新城与成都天象
智慧产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的垂直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园区以

“数字商务+场景消费”和“数字内
容+科技孵化”为核心理念，旨在通
过数字经济的力量培育新兴产业，包
括数字科技、数字商贸、数字文旅和
数字内容等新领域的业态和模式。

基地招商负责人范芹对记者说：
“园区建立了‘三个平台+两中心’
的多元服务体系，旨在解决创业者面
临的各种挑战和需求，包括办公空
间、资金、市场信息、政策扶持、技
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基地通过整合天府牧山数字新城
的产业资源和天象产城的生态体系，
建立了“产业资源共享平台”，以帮
助更多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生态。此
外，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创业全要素服
务，建立了“全要素创孵平台”，以
一站式方式帮助企业解决从创业到成
长的需求。同时，通过合作企业建设
直播间、实验室等，创建了“数字共
享公共服务平台”，以提升创新效
率。此外，园区还设立数字经济双创
学院，为产业科创、青年创业和新经
济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人才提供培训，
同时成立“人才实训中心”，以支持
培养区域产业的人才队伍。

“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基地的建
设和运营，正在为新津区和成都市的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持，推动产
业创新和人才培养，促进区域经济的
高质量增长。”范芹说。

天府牧山数字新城的建设成就令
外国专家赞叹不已，成都大学创新创
业学院高端外国专家罗祖对记者说：

“天府牧山数字新城在数字经济领域

具有巨大潜力，正在为成都市的高质
量发展以及整个成渝地区的经济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田园农博助力乡村振兴

金秋九月，稻田垂穗，中国天府
农业博览园也迎来丰收时刻，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往游玩参观。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拓
展区和四川农博会的永久举办地，天
府农博园选址落在成都市新津区兴义
镇，并于 2019 年 1 月完成总体规划，
2022年9月建设完成投入运营。致力
打造落在田间地头，可以充分体现田
园特色的农业博览会。

兴义镇水资源丰富，属于岷江流
域精华灌区，镇域东侧有岷江干流金
马河，西侧有岷江支流西河，两条河
流在广滩交汇，形成半岛田园水乡格
局。良好的自然条件也使得兴义镇拥
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本
底，土壤肥沃、绿树成荫，是首批四
川省百强中心镇、全国环境优美镇
乡，是做农业主题展览的天然场地。

在建筑设计上，天府农博园根据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意象，按照

“田馆相融、前展后街、会产一体”
理念，设计建造“青苗”“稻浪”“谷
仓”“瑞雪”“二十四节气塔”等功能

性建筑，寓意“一景、四季、二十四
节气”。其中大田展区按照时令，进
行蔬菜、粮油作物轮种；围绕“绿色
乡村、田间农博”目标定位，通过建
筑的形态、功能以及创新技术的运
用，在大田景观中植入点睛建筑。

可以现场和人互动的数字熊猫，
可以快速寄出的数字明信片……在

“瑞雪”展馆，记者亲自体会了农业
元宇宙文创的魅力。

“瑞雪”馆是一个以高品质 XR
（拓展现实） 体验的文娱综合体，游
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在“太空”漫游，
也可以在“农场”种地，还可以近距
离了解宇航员如何在空间站工作与生
活。展馆总面积约 1028 平方米，屋
面结构采用 3D 打印而成，形似冬雪
消融时的形态，是天府农博园寓意

“春夏秋冬”建筑地景中“冬”的代
表。“瑞雪”馆内部分为大空间 VR

（虚拟现实） 体验区、科普类 VR 体
验区、运动类VR体验区、喜马拉雅
区等区域，游客在这里既可以畅玩各
种精彩的 VR 游戏，也可以借助 VR
设备了解更多宇宙奥秘。

天府农业博览园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作为多功能展示馆，“瑞雪”馆
复合展览展会、乡村元宇宙、论坛路
演、亲子研学等功能。“青苗”馆则
主要用于打造集智慧农业体验、休闲
农业、生态农旅消费为一体的新消费
空间场景。在园区功能考量之外，天

府农博园建园之初就确定了“融入全
球农业创新、践行国家乡村振兴、建
设四川美丽乡村、打造成都农业公园”
等使命，始终坚持“不破坏农业本底、
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挤占农村资源、不
亏待市场主体”的原则，并遵循农村自
身发展规律，坚持农民主体的立场，以
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市场主体之间
共建共创共赢为核心愿景。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高
端外国专家司马文斐对此表示认可：

“把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相结合，把
农耕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天府农
博园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9月21日下午，当记者走进四川
见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见
山科技） 的大堂时，一块彩色动态大
屏幕映入眼帘。

在见山科技城市创新部总监李天
舒的调度下，成都市环球中心、龙泉
山脉、兴隆湖、独角兽岛等高精度元
宇宙城市数字底座一一呈现。1:1 复
刻的真实世界，高精度仿真的地形、
路网、水域、建筑、植被模型、城市
场景，新一代数字孪生技术将线下场
景转移至线上，须臾间就可抵达城市
各个角落。

城市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在数字
空间里搭建一个与物理世界精准匹配
的“孪生城市”。在这个虚拟世界
里，为城市规划、管理、建设提供可
靠、客观、可视化的数据支撑。

“数字空间里的建筑模型与真实
场景的建筑尺寸每米误差不超过1厘
米。”李天舒介绍，城市数字孪生系
统基于数字孪生、倾斜摄影、虚实融
合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
术开发，可为行业与政府部门提供大
规模、高精度、全要素、城市级完整
还原的元宇宙城市数字底座平台及
CIM数字孪生可视化解决方案。

见山科技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其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全国各地诸多场景中。值得一提的
是，见山科技的员工中年轻人占比很
高。“我们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
28岁。”产品部门负责人张程晨对记
者说，“其中，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同事比例超过50%。”

事实上，不只是见山科技，奔腾
奋进的“青年成都”，正成为年轻人
点亮“蓉光”的向往之城。

在成都，闪耀在城市角落的“青
年坐标”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年
轻人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更好的发展
机会。

2022年，成都启动青年发展型城
市建设，逐步展开促进青年发展的政
策设计，吸引和凝聚更多青年参与城

市经济社会建设，让青年成为助力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和后备军。此
外，成都还印发《成都市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2022—2024
年）》，关注青年的成长与发展需求，
推动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今年 7 月，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大学生运动员代
表相聚成都，共赴“青春之约”。

作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青年为
成都的科技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
春力量。以成都高新区为例，数据显
示，该区逾 75 万的“双创”人才
中，3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比90%。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
据，成都市 14 岁至 45 岁的青年达
960.36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45.87%。
这里还有65所高校、100多万名在校
大学生。成都围绕加快建设全国创新
人才高地，构建爱才育才引才用才良
好生态。目前，成都的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不断增长，成都科技创新能级不
断提升，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已建设
了139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创业板上
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6位，全球城市
创新指数排名第29位。

聚焦青年创业落地孵化，成都打
造了青年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平
台，统筹各类创业园、孵化器、创业
苗圃等资源，为在蓉青年创业项目落
地孵化申请提供“一键式”服务接
口。截至目前，已累计上线800家孵
化场所，为 8842 个青年创业项目提
供孵化入驻服务。此外，成都还从加
强金融扶持、建设平台护航等方面入
手，解决青年创业“融资难”“成长
难”等问题，让广大青年人才创新创
业底气更足、羽翼更丰满。

目前，成都正加快打造全国创新
人才高地。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成都
市外国专家局） 局长丁小斌对本报记
者说，成都深入实施“蓉漂计划”

“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划”，实施海外
引才直通车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全生
命周期人才综合服务，出台3版人才
新政，筑牢城市人才工作的持久竞争
力，已吸引66万青年人才落户，人才
总量达622.3万人，居全国第4位，连
续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魅力之城”广受专家好评

成都，一直是外国专家眼中的
“魅力之城”。

9 月 22 日，2023“蓉漂人才荟”
高端外国专家座谈会在成都举行。围
绕科技创新、国际人才交流、国际科
技合作等话题，外国专家结合自身工
作畅所欲言并积极建言献策。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灾害预警
领域的技术十分领先，并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见山科技在元宇宙领域
的创新探索，代表着未来技术的一种
发展方向……”瑞典科学家、欧洲科
学院院士亨利·阿达姆松说，成都科技
创新取得的成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
象，“成都不仅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也是一座创新活力无限的城市。”

作为纳米技术领域的专家，亨
利·阿达姆松认为，成都在光电领域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提前布局促
进光电产业发展，而外国专家的加入
可以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对此，亨
利·阿达姆松建议成都充分发挥高校
的作用，通过科研项目促进专家、学
生交流学习，“中国对科学家来说，
是进行研究的理想之地，希望有更多
的外国专家能够来到中国、认识中
国，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来自巴基斯坦的子山·希拉齐毕
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现在是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国际组织科
学官员。对中国，他有着深深的敬佩
之情，他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在工
程、制造业、经济、科技创新等各个
层面的实力都在不断提高、扩大、推
动了全球竞争力，“而这其中，人才
是关键驱动因素。”

以成都创新创业孵化器为例，他
表示，可以创建更多人才相关孵化
器，将成都打造为商业和创新的人才
中心，让更多外籍人才为中国乃至全
球市场提供服务。

“成都作为西部的科技创新中
心、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多次上榜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
市’。”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副主任许佳
军认为，外国专家们对成都赞不绝
口，从侧面反映了成都的魅力所在，
也为成都持续吸引外籍人才来蓉打下
了良好基础，“欢迎大家多到成都街
头走一走，感受成都的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变化。”

谈到外国专家对于中国科技发展
的积极作用，许佳军对本报记者说：

“外国专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智力资源。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发展带
来新助力，也成为向全球、向世界介
绍中国的友好宣传使者，架起中国与
世界交流的‘桥梁’。希望更多外籍
人才专家能够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重
要渠道和宣传使者。”

图①：图为2023年9月初启幕的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国
际城市设计产业中心。

图②：9月21日，在成都市高新减灾研究所大陆灾害预
警中心，工作人员向外国专家介绍地震预警的工作原理。

图③：9月20日，在成都市新津区天府牧山数字新城的
展厅内，外国专家在调研新城建设情况。

图④：图为成都市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的“瑞雪”展馆
外景，展馆屋面结构采用3D打印技术而成，形似冬雪消融时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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