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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在主会场成都高新区菁蓉汇内落
下帷幕。一周的活动，将这片土地的

“双创热情”尽情释放，让来自全球的嘉
宾和创业者们对成都高新区印象深刻，
连连点赞。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中国
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
新区自1988年诞生以来，就燃起了创新
创业的火炬。转眼间，30年已过去，在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大背景下，成都高新区
从最初的2.5平方公里发展到如今的613
平方公里，从一片片人迹稀少的农田发
展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安居创业乐土。

三十年风云激荡，三十年风华正
茂。成都高新区这三十年，是筚路蓝
缕、奋勇开拓的三十年，是高歌猛进、不
断跃升的三十年。

从农田到现代城区

从成都天府大道一路向南，穿过天
府立交桥，放眼望去是一片片现代的高
楼群，外观设计新颖、容积率低、绿地空
间大，许多高楼上都有国际化大企业的
标识，颇有国际化都市与花园城市兼容
的风范。这便是成都高新区所在地。

然而三十年前，这里只是一片农
田。谁也不曾想，成都在这里造就了一
个蜚声海内外的“西部硅谷”，正如同经
济特区深圳的成长从蛇口工业区2.5平
方公里的岛屿上开启一样，历史总有着
惊人的相似。

1988年，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一年。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
向第一个 10 年的重要关口。这一年，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样是
在这一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向四川省
委、省政府呈交《关于推进成都科技密
集开发区建设工作的报告》，由此拉开
了高新区建设的大幕。

成都高新区的诞生，是四川省委省
政府、成都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科学
决策的结果，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生

动范例。成都这座历史上建设了都江
堰、诞生了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城
市，千年以来就流淌着创新的因子。这
一次在探索开发区建立的问题上，他们
同样不缺席。

到了 1995 年，成都高新区完成了
2.5 公里的“拓荒之旅”，共投入基建资
金 15 亿元，水、电、气、路、通讯等基础
设施基本建成，自动化变电站、标准厂
房、实业大厦、写字楼等一系列生产生
活配套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发展
基建之余，体制机制的创新、产业布局
的完善，都让成都高新区快速成长。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1996 年，成都
高新区面积从 2.5 平方米扩展至 47 平
方米。2010年，成都高新区南区区划再
次调整，中和镇从双流县（现双流区）整
体划入，成都高新区面积达到 130平方
公里，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2017年 4
月，成都高新区托管简阳市丹景乡、三
岔镇等12个乡（镇），规划面积达483平
方公里。由此，成都高新区的区域面积
也扩大到了 613平方公里，为未来永续
发展留足了空间。

优质企业遍地开花

1988年，全球IT产业迎来了一次变
革的浪潮。这一年，美国西海岸的“硅
谷”因IT产业集聚，名声大噪。不过，认
识到这个发展机遇的，并不只有“硅谷”。

从“硅谷”向西跨越太平洋，地处中
国西南内陆的成都，已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一信号，在高新区开启了电子信息产
业的发展大幕。迈普、卫士通、国腾、中
电第 30 所、第 29 所……这些当时电子
信息产业的“明日之星”，在不知不觉中
与成都高新区一道融入了全球电子信
息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03年，成都高新区在产业发展领
域迎来了“里程碑”：当年 8 月，全球第
一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向全球宣布，投
资 3.75 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设立芯片
封装测试工厂。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成都投资额最大的外资项目。

同时，这也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真
正意义上从“门外盘旋”，到融入全球产
业分工的一个标记点。从此，京东方、
富士康、戴尔、德州仪器……这些闻名
全球的电子信息类企业纷纷寻来，在成
都高新区投资设厂。

从籍籍无名到赫然与珠三角、长三
角和京津冀齐名，在加快融入全球产业
版图布局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成都高新
区“原点突破”直观视角之一。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技术变革的
持续迭代转换，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
在不断深化和演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
纷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突破方
向。其中，新经济就是当下的重点之一。

除了引进外来大型企业，成都高新
区同样重视培养本土优质企业尤其是
新经济企业，一系列“高新造”蜚声海内
外。Camera360、智能运动手环、百词
斩、极米无屏电视、王者荣耀……这些
闻名全国甚至世界的企业，都诞生于成
都高新区。

2017年，成都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665.8亿元，增长10%，占四川省的
4.5%，占成都的12%。同年，成都高新区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工业企业实现总产
值 2515.7亿元。未来，随着国际化大企
业的进一步入驻、各类创业团队的不断
孵化，高新区越来越成为高科技、新经
济企业的俱乐部和摇篮。

筑巢引凤精英荟萃

“当初回国到这里创业的路走对
了。这里既有悠闲的生活，也有创业的
朝气。”“在成都高新区的孵化器、创业
园里，星巴克咖啡开得越来越密集，在
这里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常
见。”谈及在成都高新区创业发展的感
受，各类人士无不夸赞。

30 年来，成都高新区产业发展迅
速、技术创新迭出、成果不断纷呈，这些
都离不开优秀的人才。

据统计，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成都
高新区已汇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逾

4000人，创办企业1762家，其中海归博
士（后）超过1000名。而在留学人员创
业园，截至 2017 年底已累计有企业
1687家，新增高层次人才3841人，其中
海归博士有882人。

人才为什么能青睐成都高新区？
当然是离不开这里的优异环境和良好
的政策措施。

从 2007 年的《高级人才专项奖励
管理办法》到2011年的《成都高新区鼓
励高层次人才进区创新创业实施办
法》，再到 2018 年成都高新区再出台

《实施“金熊猫”计划促进人才优先发
展的若干政策》……不遗余力引人才，
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系列政策红利，为
各路人才赴蓉、留蓉创业助力。

除了对人才本身的政策，成都高
新区的政务服务也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从“一站式”服务到“一窗式”政务
服务平台，从“三段式”服务体系到首
次启动项目报建并联审批，从“仅跑一
次”到“首证通”……这些服务都是以
企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为出发点，
更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改善以
及越来越优良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了
人才到此投资兴业。

成都高新区“一站式”服务和“真
金白银”的投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亮眼全球的背后，是成都高新区
30年来构建人才生态体系之路的上下
求索。

开放包容走向全球

从成立之日起，“开放”二字就从
未在成都高新区的发展中缺席。

1996 年，新加坡工业园从武侯区
划归成都高新区，就像一束光，照亮了
成都高新区与其他国家共同建设合作
园区的前路，也成为内陆园区实施对
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初体验”。

2000 年，成都高新区获批中国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
区；2001年，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通过
ISO14001 中国认证和英国皇家 UKAS
国际认证的园区；2006年，欧盟在中国
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项目创新中心
落户成都高新区……

随着对外开放平台的搭建、对外
开放路径的拓展，成都高新区的对外
合作成果斐然。

“中国—欧洲中心”自去年 5 月正
式启用以来，已累计接待欧洲议会及
意大利、芬兰、奥地利、法国、德国 5 国
大使等25个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官员代表共计500余人次来访，收到
38个国家148家外方入驻申请。

如今，成都高新区三十而立再出
发，将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入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交流
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创新链，
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国际化
产业新区，为成都高水平建设西部国
际门户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做出更大
贡献。

成都高新区三十载风华正茂

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

文 力

截至目前，国开行今年已在全国 26个省份、2309
个区县、2904所高校为 401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
理了助学贷款，合同总金额 287亿元。预计到今年年
底，国开行助学贷款累计支持学生将突破 2600 万人
次、1200万人，累计贷款发放额超过1600亿元。

今年以来，国开行继续为助学贷款工作提供“三
重保障”。第一重保障是各类学生全保障。国开行经
办的助学贷款已覆盖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
学院等各类院校共计2904所，支持对象涵盖了家庭经
济困难的预科生、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实现了对各类
学生和院校的全覆盖、全保障。第二重保障是贷款资
金足额保障。针对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较去年有
所增加的情况，国开行落实国家资助政策，“应贷尽
贷”足额保障助学贷款业务资金规模，全力保障了每
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第三
重保障是“三类学生”提前保障。对建档立卡户、城乡

低保户的学生和高中获得了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国开
行联合各地教育部门通过高中预申请在高考前为其
认定贷款资格，使学生提前得到了国家助学贷款保
障。2018年，全国有 224万名学生通过预申请获得了
贷款资格，在高考前就解除了后顾之忧。

同时，国开行今年继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一是
坚持即来即办，一次办毕。2018 年，国开行配合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开展县级资助中心标准化建
设，推广高中预申请和预约办理机制，实施错峰受理、
贷款办理下沉至乡镇和高中
等措施，努力把贷款办在家
门口，最大限度方便学生。
今年，通过广西、云南、甘肃、
贵州等 23 个省份的共 1006
个高中和乡镇中心校贷款办
理点，国开行共为 13.9 万名
学生办理了贷款。二是坚持
无纸办贷，简化手续。国开
行今年在2208个区县开展了
合同电子化工作，实现了无
纸化办贷，学生和家长无需
再提供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等材料的复印件，简化了手
续，提高了效率。三是坚持
助学助业，无缝衔接。今年1
月和 4 月，国开行联合教育
部门举办了针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全国网络专场招聘
会和北京市现场招聘会，起
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良
好效果。截至目前，国开行

已累计在18个省份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了43场针对贫
困学生的专场招聘会，共有 1.6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就
业岗位近45万个，60余万人次学生参加，达成初步就
业意向超过5万个。国开行还制作了专门的政策宣传
动画视频，印发了数百万份《申请指南》和《还款指
南》。同时，通过“国家开发银行95593呼叫中心”及时
高效地解答学生和家长的咨询。贷款办理期间，共解
答咨询电话44万个，日均解答咨询电话5200个；全年
已接听电话76万个，累计接听电话达334万个。

郭凯轩郭凯轩

国开行助学贷款资助学生将突破2600万人次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大学生在了解国开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政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学生正在签署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电子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学生正在签署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电子合同

10月中旬，在第三届曹妃甸
海洋发展大会和曹妃甸国际招
商推介会上，共有 22 个项目签
约，涉及海洋化工装备和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98.7亿元。一个
个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显示
着曹妃甸正在向“努力建设成为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
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
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目标大步
迈进。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
在“三个努力建成”的指引下，曹
妃甸坚持以改革的路径破解难
题，以开放的思维谋求发展，从
不足 4 平方公里的小沙岛到 210
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再
到 1943 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滨海
新城，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 440 亿元，全部财政收入突破
100 亿元，公共预算收入 67 亿
元，港口吞吐量超过3亿吨。

打造世界一流综合贸易
大港，当好东北亚地区经济
合作窗口城市的引领区

利用深水大港优势，曹妃甸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建设

“大港口”，发展“大贸易”，开辟
“大通道”，做好“大服务”，以港
口带动曹妃甸腾飞，引领唐山以
陆向海、通达世界。目前，曹妃
甸正全面提升港口能级，推进迁
曹线扩能改造，建设汉南线，快
速推进编组站、集装箱专用线等
工程，加快装车线系统扩能建
设，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实现“公
转铁”，构建科学合理地海铁联
运体系；设立内陆港，常态化运
营中欧班列，预计到2020年港口
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将突破 5
亿吨、200 万标箱，成为“一带一
路”重要航运枢纽。打造3000万
吨 LNG、2亿吨铁矿石、3亿吨煤
炭、5000 万吨原油、5000 万吨精
品钢材、500 万方木材六大物流
贸易中心，到2020年将达到贸易
额3000亿元，统筹打造港口金融
中心和信息中心，大力发展供应
链金融和离岸金融服务，发布进
口铁矿石价格指数、动力煤离岸
价格指数、进口煤炭价格指数、
食糖价格指数，打造国家原油、
食糖战略储备基地；建立铁矿
石、煤炭、食糖期货中心和交割
中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利用整车汽车、肉类、水果口岸
资质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做大国
际贸易，到 2020 年，进出口额将
突破 30 亿美元，进口整车 3 万
辆。探索邮轮母港经济，吸引邮
轮公司开通航线，将曹妃甸作为
母港注册地。加快自贸区申报，
持续深化与天津港合作，打造世
界自由贸易港群。

打造现代产业聚集区，
当好环渤海新型工业化基
地的示范区

产业是曹妃甸开放开发的
根本任务，目前，曹妃甸已建成
投产产业项目 220 个，投资额
4000 亿元，华润、华能、华电、五
矿、中粮等18家央企，首钢、金隅
等 10 家北京市属骨干企业，华
为、映美等60家大型民企在曹妃
甸落户，当下的曹妃甸，精品钢
铁、现代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框架基本形成，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临
港产业正在加快聚集。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唐山“4+5+
4”现代产业体系，结合曹妃甸实际，做强主导产业、做大新
兴产业、做优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唐山动能转换、绿色发
展。做强精品钢铁、现代化工、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加
快中化旭阳 1500万吨炼化一体化、厦门翔鹭腾龙石化、金
隅冀东装备产业园建设速度，依托首钢、三友等行业龙头延
伸产业链条，建成环渤海最大的精品钢材基地、重型装备生
产基地和世界一流的临港石化基地、海洋化工基地，推动传
统产业迈向中高端。做大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五大新兴产业，利用国内最
大的中冶集团高镍三元电池前驱体项目、华为数据产业园，
招进落地一批领军企业，形成唐山动能转换的生力军。做
优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旅游、研发设计四大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融资租赁，建设运营好华为数据产业园、中国唐
山机器人产业研究院和国家级新材料研究院，为唐山高质
量发展厚植根基、注入动力。

打造生态宜居品质之城，当好首都经济圈重要
支点的集聚区

按照唐山市“一港双城”战略布局，谋划推进以曹妃甸
新城为起步区、以国际旅游岛和龙岛为支撑，面积200平方
公里、人口200万的创新开放包容、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
滨海新城。加快规划修编，实现城市全域化，做到多规合
一、陆海统筹、联动发展，在新起点上实现高水平的港产城
一体化发展。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启动天津滨海新区到曹
妃甸沿海城际高铁建设，实现20分钟抵津、1小时入京。开
工建设国际公寓、通用机场，谋划推进游艇小镇和游艇码
头，发展滨海娱乐休闲、生态旅游，做大游艇产业，建立滨海
康养基地，实现租售结合的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全域城
市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蓝绿空间占比大于 70%。加快
产教城融合发展，加强湿地修复力度，保护海洋生态空间，
实现蓝绿交织、海碧物丰、岸美滩净，全面彰显曹妃甸“大美
海洋”的多姿多彩。

进入新时代，站上新起点，曹妃甸坚持以“三个努力建
成”引领航向，深入落实“一港双城”战略，走港产城融合发
展之路，以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执着，加快打造开
放创新包容、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滨海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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