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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市和安韵达物流有限公司
出纳侯利来到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拿到了公司申请办理的《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这是成都高新交通政务掌
上网厅办理的首证。“所有办证资料都是
此前在网上提交的，整个流程我只跑了一
趟。”侯利兴奋地说。

成都高新交通政务掌上网厅是全国
首个支持“足不出户”办证的网上交通政
务系统。今年，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
局以“网络理政”为切入口加大改革力度，
着力建设交通政务掌上网厅，让办证等服
务更加便利，实现“足不出户”办证。

作为西部对外开放的窗口、121 家世
界五百强的集聚地，成都高新区自成立以
来，以“服务意识”代替“审批意识”，三十
年如一日，擦亮政务服务的金字招牌。一
站式服务、政企联动小组精准对接、互联
网+政务……各种改革的推行，便利服务
的实施，使成都高新区越来越吸引人才和
企业的关注、考察，并最终留下来发展，共
同续写“高新篇章”。

精准高效赢得企业心
说起成都高新区服务的精准高效，大

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郑莉追火车”的故
事。故事的背后，是“高新人”敢拼敢干的
执着。

2009年，拥有“世界船王”美誉的马士
基正为在中国设立新的信息服务中心和
物流分公司谋划选址。8 月盛夏，马士基
代表来成都考察，在磋商过程中，他们建
议成都提供一份全新的综合性投资建议
书。头天考察交流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8
点，次日一大早马士基的代表们就要乘火
车前往重庆。

然而，才从会谈桌上分开不到 12 小
时，时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郑

莉，竟然手捧投资建议书出现在了火车
站。这是招商引资团队专门为马士基项
目在蓉发展彻夜分析完成的专业投资建
议书。基于这样的高效与专业，在多城竞
争中，马士基“天平”渐渐偏向成都。

可以说，“快、专、准”已成为高新招商
人的标签。

同样，在早年对英特尔的招商中，成
都高新区也以高效、专业、精准，赢得了他
们的青睐。有无公交线路能从工厂直达
市中心？如何保证电压不出现毫秒级的
波动？……在与英特尔“过招”的两年中，
无数问题考验着成都高新区。通宵达旦
准备“苛刻”的调查答卷、协调电压保障等
难题，数十次的谈判交锋，对高新招商队
伍而言都是开拓思路、转变意识的成长。

从此，“英特尔模式”就变成了成都高
新区的招商和项目对接模式。为了更好
地服务企业，成都高新区选拔了一批各领
域的专业人士，在对接企业时组成政企互
动的小组，随时解答企业提出的问题，为
企业的落地量身定制方案。

在精心谋划之下，全球产业要素先后
涌入。仅天府软件园就聚集了IBM、SAP、
NEC、马士基、西门子、腾讯等众多世界
500强和世界知名企业。

“一站式”服务开全国先河
为了让企业少跑路，成立不久的成都

高新区就想办法把企业要办理的事务列
在一起，设立免费咨询机构，让企业、投资
者和群众“进一个门、办所有事”，“一站
式”服务的“概念”就此诞生。这项率全国
之先的“一站式”服务改革，收到了空前的
效果，实施首月，成都高新区就引进并审
批32个投资项目。此后，“一站式”服务在
多个国家级高新区推广。

2007年11月，成都高新区企业四威电

子工作人员拿着资料来到成都高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进行项目设计审查。会议桌
的一边是企业，另一边则是成都高新区规
划建设、科技等部门工作人员。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集中“会诊”，该项目就完成了设
计审查所需的所有流程。这项“串联改并
联”的服务改革，改变了多部门分头行动
的做法，形成通过一个部门牵头、一个窗
口受理、一套资料审批、一次现场勘查、一
次集中会审的制度，服务效率大增。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明确成都为试
点地区之一，要求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全过程由目前平均200多个工作日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事实上，成都高新区已在
11 年前就“超前”进行了大部分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于是，追逐“时效”的成都高新区继续
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将建设项目全流程时
限控制在100个工作日以内。

构建全域政务服务体系
政务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

2014年开始，成都高新区便在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先行先试，

陆续推出“十五条意见”，推行注册资本认
缴登记制、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年度报
告公示制度、“先照后证”“五证合一”“一
窗式”服务、“首证通”等多项改革措施。

2017 年 9 月，成都高新区成立政务服
务中心，探索电子政务发展，构建“全域政
务服务平台”，实现全区域网上预约、排
号，全流程跟踪评价和全方位大数据分
析，区域和事项覆盖率均达100%。

同时，成都高新区积极探索“人工智
能+政务服务”模式，推进“政策辅助申报
平台”“政务机器人”等创新项目，加快推
进“高新服务”政务新媒体网上平台建
设。2018年，全区各级服务大厅办件量超
过1500万件，平均当场办结率92%。

面向未来，成都高新区将继续聚力改
革创新，推动建设以“互联网+政务服务”
为统揽的线上服务生态圈和以全覆盖为
目标的线下服务生态圈。

30年的发展进程，成都高新区在政务
服务的“改革进行时”中一路探寻，建设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高效一流
的政务服务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用政务服务改革，“改”出更澎湃的经济新
动能，“改”出更直接的民众获得感。

文 力

成都高新区追逐时效 持续发挥澎湃新动能

也许你曾经无数次地去过
大海边，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在
热情奔放的夏日，或是在天高
云淡的金秋；也许你看过了清
澈透蓝的海，看过了波澜壮阔
的海，又或者是旅游旺季的人
山人海……然而，在这个冬季
里，你一定要到曹妃甸来，在这
里领略大海别样的风情、别样
的美丽，关注和体会渤海湾畔
一个滨海旅居胜地正在迅速地
崛起“绽放”！

面朝大海，乐海而歌
11月，初冬，天气并未显得

十分寒冷。阳光把温暖与光亮
倾洒在曹妃甸新城这片生机勃
勃的土地上。

驱车行驶在去往曹妃甸新
城的青龙河大桥上，极目远眺，
右手边是广阔无垠、烟波浩渺的
渤海；左边是巧夺天工的城市景
观内湖。“内湖外海”的独特景致
让曹妃甸新城“气度不凡”。

曹妃甸新城拥有 18 公里
优质滨海岸线，一期选址于青
龙湖、溯河和人工河之间，“三
河环绕，推窗见海”，城市南部
的滨海大道将青龙河、溯河两
河淡水蓄在内湖，便有了人们
口口相传的“内观湖、外观海”
景致。内湖外海、水系纵横，海
洋和地热资源丰富，曹妃甸新
城由此被列为全国首批绿色生
态示范城区和河北省生态示范
城市。

不仅仅是绵延的海岸线，
在曹妃甸大海的怀抱中还有着
一座水清沙净的“世外”岛屿，因为俯瞰呈“L”形状，所以得
名“龙岛”。龙岛是一座沙岛，该岛地势平远开阔，沙滩时宽
时窄，间有沙坝、星湖分布，海湾与沙滩形态曲折多姿，岛上
道路码头、木屋旅舍等资源设施也逐步在完善。

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是曹妃甸下一步战略
走向。发挥独特优势，突出规划引领，高效利用海岸，科学
建设海岛，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保护好、规划好、开
发好龙岛自然风光和海岛特色，按照“一港双城”空间布局，
坚持以世界眼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谋划曹妃甸发展，注
重规划的系统性、超前性、统一性、科学性和权威性，通过精
准规划、精品建设、精细管理，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滨海
新城。

海岸铺纸，人文为墨，乐海而歌的曹妃甸正在徐徐展开
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画卷……

滩静湾美的旅居养生之地
丰富的资源禀赋，良好的产业基础，地处京、津、唐、秦

环抱的区位优势，通海连陆的便利交通，让曹妃甸新城成为
发展休闲、康养、度假等文旅业态的沃土。也正因为如此，
旅游地产行业巨头纷至沓来——

作为恒大倾力打造的滨海旅居胜地，恒大“御海天下”
项目落子曹妃甸，远期规划近 5000亩：该项目着眼于让人
们享有“健康、养生、休闲”的旅游度假体验，业态涵盖恒大
童乐园、恒大主题酒店、会议饮食中心、运动公园、运动中
心、沙滩游乐园、亲子农庄、风情酒吧街及特色商业街和配
套住宅产品等，后期规划建设恒大温泉中心、颐养中心、健
康中心等生活、休闲配套项目，着力展示滨海旅游特色，打
造成曹妃甸新城对外展示的靓丽名片。

文旅融合，筑梦渤海之滨
文旅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

领域。文化因旅游而兴盛，旅游因文化而精彩。当旅游和
文化融合在曹妃甸新城，便绽放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文旅融合，作为新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正在开枝散
叶、茁壮成长。曹妃甸区业已形成湿地生态游、海滨海岛游、
妈祖文化游、研学教育游、港口工业游和休闲农业体验游六
大业态，这将成为新城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十足底气”。

“伴随着新城建设的提速，文旅融合发展也将在新城产
业版图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新城高质量发展的一
大亮点。”新城管委会负责人如是说。

海风吹拂了上千年，渤海之滨在新时代将彻底改变容
颜。凭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乘上曹妃甸全域旅游的
快车，曹妃甸新城以“乐海”为标签，打造立足京津冀、面向
海内外的知名旅游目的地。“禀赋天成，生态怡然，凭海临
风，曹妃甸新城将成为京津冀都市人的‘诗和远方’！”

成都高新区国际人才城成都高新区国际人才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成都高新自贸实验区政务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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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18中
国品牌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改革新动
力，品牌新未来”为主题，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
品牌发展历程，展望发展趋势，聚焦突出问
题，寻求破解之道，共绘发展远景，进一步推
动中国品牌高层次规划、高品质建设、高质量
发展。

在论坛上，稻香村集团总裁周广军说，稻
香村是中式糕点行业中历史悠久的企业之
一，也是国家首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目前，
在全国拥有 9个现代化加工中心、600 余家专

卖店。这几年正在飞速发展，专卖店每年以
近百家的趋势不断增长。稻香村已经从创
立之初苏州观前街前店后厂的单一门店，
发 展 成 为 如 今 覆 盖 全 国 的 现 代 化 大 型 食
品集团型企业。

周广军认为，企业发展的灵魂无外乎两
件事，一个是产品，一个是服务。老字号企业
正是因为做好了这两件事，在漫长的时光里
日积月累赢得良好口碑，成为真正受百姓信
赖的老字号，才不会被淘汰。稻香村的优势
其实在于对技艺的传承和以消费者为核心的

服务理念。广受南北食客推崇的苏式月饼，
其制作技艺早在2009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稻香村以客户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也一直
传承到今天，旧时稻香村的糕点师傅忙完手
里的活儿要到门市上来帮忙，目的就是能够
直接面对消费者，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不断调
整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在稻香村，古法技
艺的传承是技术的延续，而革新则是苏州稻
香村的品牌基因。

“尊重”二字持续至今深植在稻香村品牌

文化里。只选择应季食材才能把苏州人讲究
的“不时不食”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稻香村
在尊重食材本味的同时，更注重食品安全，对
原材料严格把控，在云南、山东、内蒙古等地
建有原料直供基地，从原料进厂到生产，每一
批食材都要经过12道质量检测。

尊重师承，传承古法技艺。稻香村糕点
制作技艺的传承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
口传心授、薪火相传，有着清晰的传承谱系，
至今已经传承至第六代。

追求科技领先，对大趋势进行前瞻性

研究和布局。只讲传承是远远不够的，要
尊重趋势，顺势而为。近年来，稻香村通过
科技手段不断提高产能、提升产品品质。
同时稻香村也在调整营销方式，以积极开
放的态度迎接新的营销趋势，并成为较早
一批“触网”的老字号。目前已连续多年夺
得天猫、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糕点类、月饼
类销售冠军。通过布局“新零售”，对线下
门店逐步升级改造，采用大数据、智能硬件
物联，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稻香村为顾
客带来了更便利更有价值的购物体验。

铸就“老字号”企业发展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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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成都高新区召开的产业培育大会上，发布了
《关于深化产业培育实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成
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出台的产业培育政策将
对各类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三五”支持，即给予最高 3年、
500平方米创业空间支持，视团队规模提供5套以内的人
才公寓，若所设立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最高给予 500万元
的一次性启动资金支持。

“良禽择木而栖”，人才总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发
展。从1988年至今，30年来成都高新区飞速发展、成果显
著。30年来，为了聚天下英才，成都高新区筑巢引凤，出
台各类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种下“梧桐”引贤才
从 2007 年出台《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办法》，到

2009 年出台《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成都高新区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意见》，从 2016 年 10 月发布

《“菁蓉·高新人才计划”政策》、设立50亿元人才资金面向
全球“引才”到今年4月印发《成都高新区实施“金熊猫”计
划打造全球人才活力区行动纲要》和配套的“金熊猫”人
才新政50条，“高新梧桐”逐渐枝繁叶茂。

事实上，早在 1998年，为了吸引“海归”前来创业，成
都高新区就在高朋大道 5号设立了中国成都留学人员创

业园。2000年前后，成都高新区揭牌成立了由成都高新区
创新中心统一管理的中国成都博士创业园，成为全国首家
由人事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园。次年9
月，博士创业园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为了吸引到更高级别、更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成都高
新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提出人才不必“为我所有”，却
可“为我所用”的理念，建设人才离岸基地。有了这些离
岸基地，各路全球顶尖人才纷纷加入。

而当下，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和新经济
的发展，成都高新区审时度势，加大资金、场地、政策投
入，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在这里施展才华。在发展新经济、
培育“独角兽”的目标之下，成都高新区全国首创“1+3”金
融扶持政策，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长得大”，更好地发
展新经济产业，培育“独角兽”。

英雄荟萃书传奇
今年 59 岁的邹学明，是第一批国家公费留学生之

一。他清楚地记得，那时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国创业的
人数还不多，但在他心里，回国的想法从未改变，想的就
是报效祖国。上世纪90年代初，邹学明便回国考察过，却
因在资金、团队组建上困难重重，回国创业暂时搁浅。当
西部大开发浪潮袭来，邹学明重新寻找回国创业的机会。

2005 年的成都之行，让他感到时机已到，“从选址到
项目扶持，成都高新区都给予大力支持。我感到在这片
土地上也燃烧着和我一样的创业热情。”2005年6月，邹
学明在成都高新区创办奥泰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开始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导磁共振产品。

不只是邹学明，许多海归人才回国创业时，在考察了
多个地方之后最终选择了成都高新区。今年以来，新增
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8000 余家，2016 年至 2018 年，累计
新增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2.5万家。

另外，由于离岸基地的建立，成都高新区把引用人才
的范围伸得更远，层次也更高。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
在全球布局 25个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工作站，成立两亿元
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金，累计对接离岸人才和项目
50余个，其中包括柔性引进邵斯达克、夏普莱斯、约翰·戈
登、毕晓普等诺贝尔奖获得者6人。

“在与成都高新区接触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他们
对生物产业的理解非常有深度、有远见，对产业认识清
晰，决心和力度都很大，我很看好我们未来的合作。”在很
多好奇为什么处在全球“浪尖”上的专家会和成都高新区
合作时，负责来成都建设大核酸研究院的诺奖得主邵斯
达克教授如是回答。

在成都高新区 93家各类创新创业载体、总面积超过
430 万平方米的孵化平台上，无数的创业者拼搏奋斗、实
现梦想。

成绩卓越领风骚
在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天府生命科技园的众多

楼宇里，成都先导的招牌格外醒目。回想起 2012年成立
成都先导并落户于成都高新区的情形，李进将之形容为

“水到渠成，一拍即合”。经过 6年的发展，李进不仅实现
了创业梦——创建我国首个巨型“药物种子库”，而且合
着“高新速度”的节拍，使成都先导的“DNA编码化合物库
合成及筛选技术平台”实现了我国DNA编码化合物数量
从“0”到数千亿级的跨越，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以“天”为计
量单位轴线上迅猛增长。

同样，邹学明的奥泰医疗深耕超导磁体和超导磁共
振整机关键技术领域，成为中国超导磁共振的“破冰者”。

人才的汇集，引发了成都高新区产业的“蝴蝶效应”，
走出本土“明星”创新企业无数，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大
势来到时，掀起一波波产业更迭升级的浪潮。这里有从
事掌上超声技术创新的成都优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
哲，有实现3D生物血管打印的四川蓝光英诺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裕建……邹学明说，平时一有
空，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谈技术、谈产业、谈市场、谈区域
的未来发展。

优质人才落户带来的成就不止于此。进入 21世纪，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创新磁场愈渐强烈，“中国制
造”开始向“中国智造”进军。技术浪潮下，一系列“高新
造”蜚声海内外。来自成都本土创新企业的阵营更是星光
璀璨：Camera360、智能运动手环、百词斩、极米无屏电视、
王者荣耀……这些现象级互联网产品一个接一个诞生在
成都高新区，科技浪潮下，“高新梦之队”正踏浪追未来。

从早期的快、专、准“英特尔模式”到如今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从早期的快、专、准“英特尔模式”到如今的“互联网+政务服务”

蓉归派学院派创客派海归派汇聚展宏图
“高新梦之队”明星创新企业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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