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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08亿元！这是日前
四川省绵阳市经济形势新闻发
布会上公布的2020年该市经
济总量。按照一年 365 天计
算，绵阳人平均每天创造8.2亿
元新增财富。

“十三五”收官，绵阳发展
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四川省首
个跨越3000亿元门槛的地级
市。当把视野放至更长更宽，
从2014年至2019年，5年间绵
阳在我国内地343个大中城市
经济总量排名从123位跃升至
93位，进步30名。

不过，考核数字容易，考
核数字下的资产质量难。掀
开3000亿元的“表”，其“里”
又怎样？

创新驱动
工业挑大梁 改造存量加大增量

在绵阳有这样一句话：产
业兴则绵阳兴，产业强则绵阳
强。绵阳有什么？很多人对此
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有长虹。

2018 年，总投资超 50 亿
元的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开
建。这标志着这家四川省最大
的制造业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
迈出一大步。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
后的产品和生产模式。最近几
年，长虹、九洲等老牌制造业企
业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纷纷
开展智能化转型。

转型效果怎么样？数据是
最好的回答：改造前的长虹生
产线，1100名工人年产能210
万台；改造后的生产线，1300
名工人年产能600万台。2020
年，长虹排名全省数字经济企
业50强第1位，九洲营业收入
首次突破300亿元。

老树开新花后，“新秀”也
强势入场。

早春3月，位于绵阳的京
东方B11厂正在抓紧生产，作
为苹果 iPhone12 部分新机
OLED 屏幕的供应生产线，
B11厂投资额达465亿元，是

绵阳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工业
项目。

虽然京东方是工业巨头，
但在绵阳的经济体中，京东方
还是初来乍到。

放眼绵阳，类似的“新人”
不少。5年来，先后有6个投资
超百亿元的项目入驻绵阳，引
进实施超5亿元的项目多达80
多个。

正是这批新生力量，构成
了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
军。在巨头的带动下，过去5
年来，绵阳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12.8%，将全市制造业水平提
升到一个新高度。

另一个数据也值得关注。
2020年初，四川省科技厅公布
38家首批入选“瞪羚”企业，绵
阳仅占一席；不到1年时间，在
第二批名单中，绵阳9家企业
榜上有名，总数位列第二。

进步靠什么？答：靠创新。
首先是培育创新主体。

绵阳市大力开展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质增效行动和高新技
术企业双提升行动，培育出一
大批创新主体。“十三五”期
间，绵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超过440家、增长175%，目前
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1
万家。

与此同时，要营造创新生
态。绵阳市建成服务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成果转移转化产
业化等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
良好环境。去年10月，国家军
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四川军
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
两家科技服务平台重庆分中心
落地，成为打造成渝绵“创新金
三角”的重要支撑。

此外，绵阳市还在加速构
建“6+6”先进制造产业体系，
第一个“6”是重点产业，第二个

“6”是重点培育的新型显示、智
慧家庭、新型功能材料、5G、北
斗卫星应用、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汽车六大创新产业。

眼下，绵阳科技城新区获
四川省批复，省级新区的加持
也意味着绵阳将在科技创新的
路上开启新的征程。

协同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争创副中心

时间回到2018年 6月底，
当时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更明
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
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
中心”。

想要挂上桂冠，四川省有
一个经济总量需达到3000—
5000亿元的标准。也就是说，
谁先突破3000亿元，谁就会抢
得先机。

记者注意到，绵阳市在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用

“业绩实力”称自己“争创全省
经济副中心取得重大阶段性成
效”；不仅如此，还为2021年制
定了“建设成渝地区副中心城
市”的“小目标”。字里行间透
出马力已足、蓄势待发的劲头。

不过，纵观其余几个竞争
者的实力，南边的宜宾紧追猛
赶，2020年经济名义增速位列
全省第一；而同样以制造业为
支柱的德阳也不甘人后，此外
还有南充、泸州、达州等“种子
选手”施加压力。

对于绵阳来说，迈上3000
亿元台阶后，要想离“副中心城
市”更近一步，还要打通堵点、
消除痛点。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依然是最大市情。”绵阳市党
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补
短板，协同发展是必由之路。

对内，绵阳构建“一核两翼、
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

2018年 12月 29日，一个
消息刷屏绵阳市民的朋友圈
——“绵西高速”正式通车。

起于绵阳绕城高速南环
线，贯穿三台县、游仙区、盐亭
县，止于南充市的“百里中轴”，

“绵西高速”的贯通推动三地经
济发展步入“快车道”，这是绵
阳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的一个
切面。

在“一盘棋”思路引领下，
绵阳的各县（市、区）打出“优势
牌”、端出“特色菜”：涪城区瞄
准5G产业，加快技术研发、产
品生产，抢占先机；江油市大力
发展文旅融合，让城市成为“更
诗意的远方”；盐亭县在特色农
业上做足文章，仅西部水产现
代农业园区核心区的鳜鱼生产
基地年产值已达1.6亿元……

对外，绵阳与成都、重庆共
建中国西部科学城，携手打造
成渝绵“创新金三角”；在加快
推动成（都）绵（阳）、绵（阳）德
（阳）一体化发展，绵（阳）遂
（宁）协同发展的同时，深化与
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一体化发
展；并与重庆北碚区缔结友好
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和三年行

动计划，此外还推动公共服务
共享，实现与重庆住房公积金
互认互贷。

协调发展也带来了产业结
构的不断优化。2020年，绵阳
三产比为：12.3:39.0:48.7，经
济增长已实现从主要依靠工业
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
带动。

保障民生
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红利

城 市 是 人 民 的 。 对 于
GDP数据的追求只是一方面，
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要
让城市中的人有获得感。

3000亿元对绵阳普通老
百姓来说有何感知？

透过绵阳的数据可以看到
民生“获得”：2020年，全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680
元，比上年增长5.9%；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
比上年增长8.8%。

“从整体上看，2020年，全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
涨3.1%，比上年回落0.3个百
分点，涨幅低于居民收入增长
的幅度。”绵阳市统计局相关负
责人说，物价上涨得温和，更重
要的是居民的收入涨幅，尤其
是农民收入的增长较高。

收入增加了，接下来该如
何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
红利？一件件与老百姓幸福密
切相关的民生举措正落地落实
落细——

共享就业红利。绵阳把拓
宽就业创业服务渠道作为首要
任务，搭建线下平台，打造绵阳
公共招聘网，让用人单位和求
职人员实现线上实时互动。

共享教育红利。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绵阳从增加教
育资源供给、提升学校硬件水
平、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破解教育发展
难题等方面入手，推进教育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截至去年
底，全市建成公办幼儿园148
所，义务教育学校588所，入学
率100%。

共享健康红利。绵阳二级
及以上医院自助挂号、预约诊
疗 等 优 质 服 务 覆 盖 率 达
100%；全市全力推动“互联
网+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绵
阳成为全省唯一实现居民健康
卡发放全覆盖的市州。

共享社保红利。“十三五”
期间，绵阳开展了该市社会保
障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的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各项社
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提
高门诊慢性病补助标准，将36
种谈判药品纳入基本医保支付
范围，调整提高基本医保最高
支付限额。

如今，“十四五”征程全
面开启，绵阳新目标已确定、
新空间正在拓展、新动力澎
湃激荡。

经济总量首破经济总量首破30003000亿元亿元
绵阳因何后劲绵绵绵阳因何后劲绵绵

▲坐落在绵阳市的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蒲 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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