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责编：柴逸扉 邮箱：hwbjzb@126.com

2016年12月7日 星期三成都故事

创新驱动之“花”
盛开蓉城大地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机器人会跟着你的节奏跳舞、看似笨重
的机器却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普通的石
头成了艺术品……11月25日，2016成都创
意设计产业展览会开幕。来自国内外的650
家创意设计企业的 2万余件创意展品琳琅
满目，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

提笔、按、运笔、收笔……展会上，一
个名为“KUKA”的机器人成了展会上的明
星。在多位市民的关注下，“KUKA”不慌
不忙写下“欢迎参观”4个大字，工整有
力。站在一旁的吴女士瞪大了眼，“这么粗
的机器手臂竟然可以灵活地写字，太意外
了。”

距离“KUKA”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粉
色的机器人应着节拍跳起了舞蹈，周围的小
朋友们也学起了机械舞，场面欢快。在iF（iF
设计奖，由德国最悠久的工业设计机构——
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每年定期举办）获奖作
品展区内，156件实体展品全部亮相。

同时，作为2016成都创意设计周重要
配套活动之一，“双百”文化旅游创意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展区内，非物质文化遗
产道明竹编、荥经砂器、藏羌织绣，以及现
代的VR科技都为参观者们奉上创意大餐。
展区外，观众们可以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
心5号馆门口乘坐免费直通车，到成都清源
际艺术中心、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
读城旅行家（成都市区内）、西村创意产业
园实地了解艺术家们创作的工作场所。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创意成都，美好
生活”为主题，来自20个国家与地区的8个
类别展品参与展示，其中包括德国iF设计大
奖2016年度的700件获奖作品。仅开幕式首
日，成都就签下了超过20亿元的合作项目。

作为西部文创中心，成都在文创领域的
发展成果突出，包括创意设计周活动连续3
年举办、创意园区多点开花、文化产业占
GDP比重增加等。2014年，成都发布《成
都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行动计划》，到 2020年，创意设计产业
化、集聚化、高端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初
步建成面向西部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创新传
播中心、面向国际市场跨国合作的西部文化
贸易中心、面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西部创
意设计中心。

前不久，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清华大
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签订联合培养博士后协议书。近日，公司员工张尔
卿博士正式进站，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张尔卿博士将重点对密封端面
涂层技术及其摩擦特性进行研究。

该公司总经理黄泽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张尔卿博士的研
究成果将有助于公司更加深入地掌握密封基础理论和技术，也将有助于
促进国内机械密封行业的技术进步。

黄经理介绍说，自2012年2月1日起，该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陈
侃博士开始从事“机械密封端面状态多场耦合分析及其在线监测技术的
研究”课题，提出了“螺旋槽非等温条件下的压力分布计算方法”，并编
制了实用的计算程序；两年中完成了“螺旋槽干气密封端面膜厚在线监
测”研究工作，取得的可靠实验测试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公司新型干气
密封产品的开发工作。

记者从成都市人社局获悉，不久前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
准，成都市5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据悉，此次新批准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点四川省共有10家，西部地
区55家，成都市不仅实现了2008年以来一次获准建站5个的重大突破，
而且获批数位居西部地区特大城市首位，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至此，
成都市已累计创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7个，标志着成都市博士后
科研工作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已逐渐成为成都市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和企业技

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企业博士后也成为推动成都市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
力量。”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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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工作站

助推蓉企创新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跨国公司为创新添砖加瓦
装配生产线上，如果操作员需要物料，只要点一下工作台上的电脑显

示屏，3分钟后所需物料就会准确地自动出现在指定地点。这样的场景，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每天都在西门子成都数字化工厂出现。

作为西门子在德国本土外的第二家数字化工厂，西门子成都数字化工
厂承担着研发和生产西门子核心自动化产品的任务。今年7月19日，西门
子宣布对成都项目再次增资，预计到2019年西门子在成都的两期项目总投
资将超过10亿元人民币，借助升级后的独立法人公司，为四川制造业转型
升级提供样板和经验。

5年前，西门子决定在中国市场启动第二家数字化工厂项目时，聘请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对中国东、中、西部的5个城市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
括人力资源、市场容量、外商投资环境以及政府政务风格。最终，经过一
系列打分，选址成都。“我们生产的是电子产品，成都在这方面已有很好

的产业积累。”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数字化工厂集团总
经理王海滨说，当西门子入驻时，英特尔和德州仪器等巨头已在成都取得
快速发展，这也增强了西门子落户成都的信心。此外，以电子科技大学为
代表的高校，也保证了人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

一年前诺基亚与成都正式签约，将在天府新区成都科技城建全球技术
研发中心。全球技术研发中心是诺基亚公司内部最高级别研发机构，算上
成都中心全世界也只有5个。

诺基亚全球技术研发中心为何设在成都？诺基亚通信成都研发中心总
经理卢健说，关键在人才。成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众多，技术人才资源
丰富。其次，成功有先例。10年前，诺基亚在成都建设了特定领域技术中
心，其研发的网络定位系统，获美国最大通信运营商Verizon、日本最大运
营商Docomo订单，并在两国推广。“成都用事实让诺基亚相信，这里有研
发尖端技术的人才。”

卢健表示，新中心4年内研发人员力争突破2000人，将进一步实现技
术人员本地化，成都优秀人才也将更多向全球输出，“目前，成都特定领

域技术中心每年向诺基亚在美、日企业输出约10位技术、管理人
才。”

环境也是重要因素。成都天府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给予诺基亚全球技术研发中心在人才引进补助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总投资280亿的中国电子8.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成为近年
来成都市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化项目之一。中电熊猫集团总经理助
理孙学军把投资环境作为选择成都的首因。投资130亿的中国电科
（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落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胡爱民说：政府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成都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支
持力度，还有多所著名高校，都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成都吸引的不仅是大企业，还有全球创客。2016年6月的2016
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全球创业者纷至沓来。国际知
名创业孵化器Founder space、法国索菲亚科技园都来成都寻找商业
机会。硅谷高创会首次移师成都。创交会期间，众多企业达成了在
成都兴业的意向。

今年开始，成都高新区围绕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国家
使命”，确立了打造万亿级国际创新创业中心的总目标。

根据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高新区要实现全口径产
业总产值10000亿元，聚集科技企业10000家，聚集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10000人，发明专利授权累计超过11000件，制定国际、国家和
行业标准1000项。

从数码产品到家用电

器，从母婴用品到儿童玩

具，从古镇旅游到创意旅

游，从最传统的手工艺品到

最吸引人的无人机等，每件

作品都凝聚着设计者的智慧。

这是2016年成都创意设

计周展示的场景。对于成都

来说，这些展示只是体现成

都在发展中凸显创新元素的

一个缩影。对于这座中国西

部科技中心、文创中心的国

家中心城市来说，以创新驱

动发展、以创意激发活力的

方式，在城市的生产生活领

域有着多种多样的体现。

依托高校布局创新版图
打开成都创新地图，不难发现，科研院所高校、“国字号”重点实验

室星罗棋布，其中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等56所高等院校，中
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30余家，全市拥有两院院士33名。
这是一座城市创新基因里不可或缺的动能之源。

在西南交通大学周边，金牛区和西南交通大学深入开展校地合作，打
造规模空前的创新空间，一个兼具高智力密集度、高产业附加值、高创新
创业活力的“环交大智慧城”已雏形初具。眼下，“环交大智慧城”正重
点打造该区域首个核心项目——环交大菁蓉创业谷项目，将通过引驻创投
机构、集聚创新要素，打造全国一流的创新要素集聚区，成为校地协同创
新和“三权改革”先行先试示范区。
“西南交通大学已有涉及7项职务科技成果的100多项职务发明专利完

成了分割确权，其中大多项目都转化在‘环交大智慧城’，服务城市产业
转型升级。”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有感而发，“成都这座城市，就是一个
具有创新精神的创新空间容器。”

放眼成都，在“环高校科技圈”布局之中，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成都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联姻”，合力打造以“一校一带”为核

心的环电子科技大学成果转化产业带，共建新型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成立高新—成电创新创业学院；整合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家底”，曾经的“电脑一条街”磨子桥转型升级，
武侯区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正涅槃新生。

基于这样的定位，成都把“建强创新主体”作为重要着力点，推动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力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积极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去年底，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和成都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清华大学
关于在成都天府新区共建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谋划，最终布局在成都科学
城的科技版图之中。
“这是清华大学在西部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二级官方机构，它将是清

华大学通过校地协同创新，促进成都创新驱动发展的高校合作典范。”据清
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程建平介绍，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已在成都科学城
投入运行，首批校地协同创新项目已入驻，而这样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
始。清华大学正与成都天府新区谋划布局清华锦屏暗物质研究中心，通过平
台化建设，构建校地协同创新平台，培育新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与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毗邻，北大、北航、川大、华中科大、
电子科大等知名院校所建的新型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转化中心，相继落
户，这里将成为成都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的“转化
带”。

打造科学城聚拢创新资源
今年8月，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与成都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宣布将共建中科院工业生物技术西部应用研发中心，总部选址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

这只是星罗棋布的项目之一。目前，在波光粼粼的兴隆湖畔，已环湖
布局科学研究及应用转化、军民融合等六大产业组团，累计引进重大产业
项目82个，总投资830亿元。

这么多的项目之所以选择成都科学城，显然是看中了这里蓬勃发展的
机遇。当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和产业投资落户成都科学城，这里的“科
学”氛围正变得越来越浓。

2015年1月，当“成都科学城”的构想诞生之时，成都就立志要在天
府新区最好的地方——兴隆湖畔，规划总面积73平方公里，打造“西部创
新第一城”，打响“创新为魂、科技立城”的牌子，让这里成为中国西部
创新要素聚集最多的地方，包括研发、设计、制造等多个环节。

作为天府新区“一城一区一带”之首，“成都科学城”不仅是成都创
新驱动三大抓手之一，还在2015年9月被纳入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总
体方案，作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重要试验田。

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俯瞰初具雏形的成都科学城，提出殷切希望：
要做新经济核心区，新动能拓展区，打造四川发展新引擎。按照成都市相
关负责人的说法，成都科学城的任务就是要“发展新科学、创造新技术、

培育新产业、建设新城市”。
新引擎的“新”，在于发展新科学，培育新动能。成都科学城大力推

动基础研究，引进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努力创建国家科学中心和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都科学城全力推动校院地协同创新，引进了清
华、斯坦福、北航、电子科大等多个高校项目；成都科学城还致力于打
通军民融合通道，兵器激光研发生产基地、中核太阳能研发中心等选址
相继落地。

新引擎的“新”，在于创造新技术，发展新经济。成都科学城完善孵
化器功能，加快建设116万平方米的创新创业载体，天府菁蓉大厦已投入
运营；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打造知识产权转化与服务集聚区，探索创新创
业服务新模式；引进一批研发设计企业，如诺基亚全球技术中心、启明星
辰西部研发中心等，搅动技术创新的一池春水。

新引擎的“新”，在于培育新产业，抢占新高地。成都科学城瞄准世
界产业前沿和发展方向，推动网络信息、研发设计、会展商务、现代物
流、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兴金融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加快聚集；以
开放姿态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规划建设中德产业合作园，德国北威州中
心、中德医谷、中德天翔环保等项目已落户园区。

成都科学城，不仅要再造一个“产业成都”，还要“再造一个新成
都”，形成“一城双核、双核共兴”。这里生态优美、环境宜人，碧波荡漾
的兴隆湖，自然天成的生态绿地，蜿蜒流淌的鹿溪河，亲水宜人的锦江生
态带，共同构筑山水之城；这里设施完善，生活便利，智慧城市、海绵城
市、综合管廊同步建设，一流学校、医院纷纷落户。

图为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及研发基地。 资料图片

图为天府新区科学城规划图。 资料图片

在2016成都创意设计周上，一台会写书法的机器人受到观众的关

注。 资料图片

在2016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上，来自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

小学的学生为参观者讲解他们参与设计的校园模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