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路方向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引领发展，聚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和产业创新，以超常的举措，着力培育创新主体、营造创新生态、激发创新活力、壮大创新产业，
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和园区发展上实现新突破，强力推进
中国科技城实现超常发展，加快把中国科技城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田、军民融合
创新的排头兵和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核心载体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按照“项目引领、产城并进、全面提速”总体要求
实施好基础设施建设攻坚、项目招引攻坚和

优势产业攻坚
加快建成科技新区、产业新城和城市新区

●具体实践
首要是抓创新主体培育

培育更多“顶天立地”“铺天盖地”的创新主体
特别是企业主体
基础是抓创新生态营造

形成服务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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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抓创新活力激发

以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
创新主体活力
核心是抓创新产业培育

壮大既能起支柱作用又有良好成长性的
创新产业集群

●基本特征
创新企业挑大梁

加大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力度
实施重点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行动
建立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机制

●●肥沃土壤肥沃土壤
良好的创新生态

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
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
大力弘扬创新精神

常
发

展

超
●强大气场
充沛的创新活力

废除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
砍掉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
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等长效机制

●检验成败
创新产业发展

聚焦核技术应用、信息安全、北斗导航、空管、网络安全等
优势领域，打造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着力培育具有绵阳特色、支撑能力强、成长性好的创新产业集群

□ 本报记者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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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新驱动，绵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破坚冰、拆壁垒、
去门槛，推动创新创造，形成了一批在国省复制推广的“绵阳
经验”。

如何实现新突破？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
“先手棋”，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优势。市科知局局长刘青川认为，
要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手段，放眼全
国全球，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聚集更多创新资源要素，并推动
科技和经济、产业、金融更加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创新主体、
创新产业的培育，创新生态的营造，创新活力的激发。

这一观点与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总经理孙仲不谋而合。
“聚集优势资源，才能推动超常发展。”孙仲表示，应进一步坚
持制度创新，利用政策吸引高技术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鼓励
全国的军工企业、国家级科研院所与本土企业开展联合“攻
关”。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创
新产业，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和品牌创新能力，推
动研发成果顺利转化。

聚集资源要素推进科技创新

释放创新驱动发展活力

肩负使命，革新发展。18年
砥砺奋进，科技城已初步形成
一条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发展、助力经济增长、保障国防
建设之路。

面对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
国家使命，省委“推进中国科技城
超常发展”的决策部署，市委七届
五次全会期间，“中国科技城超常
发展”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高频
词”，会场内所形成的共识与期
盼，都凝聚在全会提出的“努力在
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科
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和园区发展
上实现新突破，加快把中国科技城
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田、
军民融合创新的排头兵和西部
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之中。

改革创新 强力推进中国科技城超常发展

作为中国科技城超常发展的核心载体，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建设一直牵动人心。今年 1 至 5 月，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基础设施
项目完成总投资 32.58 亿元，产业项目建设完成总投资 65.81 亿
元，新签约项目33个，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当前，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如火如荼，呈现出独有的
活力和美好前景，下一步要加快科技城集中发展区骨干路网
等建设，推进河道综合整治及公园绿地等生态项目建设。”
科管委军民融合办主任朱先凯表示，希望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营造出良好环境。同时，朱先凯认为，
产业培育发展也至关重要，要引进具有带动性、引领性的重
大产业项目，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
集中集聚集群发展。

“我们有信心实现超常发展。”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夏明表示，
高新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驱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西部
一流高科技园区。科创区党工委书记周钰认为，要进一步拓展园区
发展空间，健全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推进园区改革创新发展。

立足优势加快建设步伐

推进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和园区建设

军民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科技城的名片。绵阳以做强
军民融合产业为目标，以军民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
突破为重点，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去年全市军民融合企业
产值达到153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

“要加强服务保障，支持重大国防科技专项和军民融合重大
项目建设。”科管委专职副主任胡精表示，要进一步理顺军民
融合体制机制，争取更多的国家重大国防科技专项、军民融合
重大项目布局绵阳；壮大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军民融合
企业，打造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军民融合示范平台。

在科管委经发局局长李建国看来，绵阳军民融合推进工作
已走在全国前列。如何使军民融合结出更多丰硕果实？需要环境、
资金、人才等。李建国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军民融合组织管理、
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等体制机制；强化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深入推动军民科技资源融合，加快推进国防科技成果
转化；聚焦优势领域，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军民融合大企业
大集团。

创新体制机制壮大产业集群

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A B C

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是建设西部文
化强市的重要条件。

对此，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何长鹰认为，媒体要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渠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能干事、干实事的浓厚氛围。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传统媒体的生存空
间正慢慢被挤压，媒体融合的“浪头”正劲，如何相辅相成、依存
发展就成了一件要事，大事，关乎切身利益的事。

何长鹰说：“传统媒体必须转型，尤其是党报党端，要充分发
挥理论宣传阵地作用，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还要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坚决抵制、批判错误
观点，大力弘扬正能量，从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服务于绵阳
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

加快媒体融合步伐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指出，大力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加强意识
形态工作，持续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繁荣发展绵州文化，加快发展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着力提升
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西部文化
强市。

这一目标在与会者中引发强
烈反响。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和思想道德建设？建设文化强市，
绵阳的优势在哪里？如何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如何加快文化产业
格局形成？围绕这些“命题”，与会
者展开了热议。

□ 本报记者文宇

提升文化软实力 加快建设西部文化强市

绵阳是李白出生地、中国科技城，历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国防科技文化独具魅力。悠远神奇的禹羌文
化、魅力独具的嫘祖文化、脍炙人口的三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文
昌文化、风流典雅的李白文化、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文化、自
强不息的三线建设文化、大爱无边的感恩文化、日新月异的工业
科技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演艺、节庆等民俗文化，构成了绵
阳得天独厚、流光溢彩的文化资源宝库。

“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壮大发展，不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也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市文广新局局长
胡科认为，绵阳潜力巨大的科技资源为文化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
支持，打造西部文化强市，就是要把各种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利用
起来，不断挖掘、不断发展、不断传承这些带有绵阳“烙印”的文化
元素，并让这些优秀文化“种子”渗入到千家万户，开花，结果。

市文联主席马培松说：“文化品牌不是吹糠见米、一蹴而就，
它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坚持。”他认为，品牌必须具备三个条
件，独特性、地域性和共享性，绵阳在这方面是具有非常大的资
源优势，比如嫘祖、大禹、李白、文昌、汉唐等文化元素，还有羌文
化、白马藏族文化等，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绵阳本土文化的
生机与活力，打造出供天下共享的特色文化品牌。

传承绵阳文化血脉

努力打造本土特色文化品牌

有了品牌这艘“船”，要想建设西部文化强市，绵阳还须“借
船出海”，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马理慧认为，文化产业要发展好，
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绵阳本土优势，深度挖掘资源优势，以全会
精神和《绵阳市“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引领，按照“依托
产业基础、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差异竞争、促进集群发展”的思路，
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等多种形式，形成良性发展的文化
产业格局。

“加快发展文化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绵阳
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市委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更是绵阳建设
西部文化强市的“战前动员”。

市博览事务局副局长董奎信表示，我市文化产业尚处在
起步阶段，还需要逐步解决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产业体系不够
健全、市场主体规模偏小、发展合力尚未形成等问题，不断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加强文化企业培育引进和重点项目培养，深化
文化产业支撑平台功能，完善文化产业管理及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商、旅、文、会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加快我市文化产业
发展，才能逐步形成“一核辐射、两带串联、三区联动”文化
产业空间格局。

“借船出海”

形成“一核辐射、两带串联、
三区联动”文化产业格局



□ 本报记者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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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新驱动，绵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破坚冰、拆壁
垒、去门槛，推动创新创造，形成了一批在国省复制推广的“绵阳
经验”。

如何实现新突破？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
“先手棋”，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优势。市科知局局长刘青川认为，
要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手段，放眼全
国全球，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聚集更多创新资源要素，并推动
科技和经济、产业、金融更加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创新主体、创
新产业的培育，创新生态的营造，创新活力的激发。

这一观点与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仲不
谋而合。“聚集优势资源，才能推动超常发展。”孙仲表示，应进一
步坚持制度创新，利用政策吸引高技术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鼓
励全国的军工企业、国家级科研院所与本土企业开展联合“攻
关”。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创新
产业，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和品牌创新能力，推动
研发成果顺利转化。

聚集资源要素推进科技创新

释放创新驱动发展活力

肩负使命，革新发展。18年
砥砺奋进，科技城已初步形成
一条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
展、助力经济增长、保障国防建
设之路。

面对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
国家使命，省委“推进中国科技城
超常发展”的决策部署，市委七届
五次全会期间，“中国科技城超常
发展”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高频
词”，会场内所形成的共识与期
盼，都凝聚在全会提出的“努力在
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科
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和园区发展
上实现新突破，加快把中国科技
城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
田、军民融合创新的排头兵和西
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之中。

改革创新 强力推进中国科技城实现超常发展

作为中国科技城超常发展的核心载体，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建设一直牵动人心。今年 1 至 5 月，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基础设施
项目完成总投资 32.58 亿元，产业项目建设完成总投资 65.81 亿
元，新签约项目33个，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当前，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如火如荼，呈现出独有的
活力和美好前景，下一步要加快科技城集中发展区骨干路网
等建设，推进河道综合整治及公园绿地等生态项目建设。”科
管委军民融合办主任朱先凯表示，希望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营造出良好环境。同时，朱先凯认为，
产业培育发展也至关重要，要引进具有带动性、引领性的重
大产业项目，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
集中集聚集群发展。

“我们有信心实现超常发展。”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夏明表示，
高新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驱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西部
一流高科技园区。科创区党工委书记周钰认为，要进一步拓展园
区发展空间，健全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推进园区改革创新发展。

立足优势加快建设步伐

推进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和园区建设

军民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科技城的名片。绵阳以做强
军民融合产业为目标，以军民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
突破为重点，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去年全市军民融合企业产
值达到153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

“要加强服务保障，支持重大国防科技专项和军民融合重大
项目建设。”科管委专职副主任胡精表示，要进一步理顺军民融
合体制机制，争取更多的国家重大国防科技专项、军民融合重大
项目布局绵阳；壮大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军民融合企
业，打造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军民融合示范平台。

在科管委经发局局长李建国看来，绵阳军民融合推进工作
已走在全国前列。如何使军民融合结出更多丰硕果实？需要环
境、资金、人才等。李建国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军民融合组织管
理、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等体制机制；强化军民科技
协同创新，深入推动军民科技资源融合，加快推进国防科技成
果转化；聚焦优势领域，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军民融合大企
业大集团。

创新体制机制壮大产业集群

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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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是建设西部文
化强市的重要条件。

对此，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何长鹰认为，媒体要坚持正确
與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渠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能干事，干实事的浓厚氛围。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传统媒体的生存空
间正慢慢被挤压，媒体融合的“浪头”正劲，如何相辅相成、依存
发展就成了一件要事，大事，关乎切身利益的事。

何长鹰说：“传统媒体必须转型，尤其是党报党端，要充分发
挥理论宣传阵地作用，提高新闻輿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还要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坚决抵制、批判错误
观点，大力弘扬正能量，从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服务于绵阳
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

加快媒体融合步伐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指出，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繁
荣和发展绵州文化，提升文化软
实力，加快建设文化事业兴盛、
文化产业发达，文化艺术繁荣、
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的的西部
文化强市。

这一目标在与会者中间引发
强烈反响。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和思想道德建设？建设文化强
市，绵阳的优势在哪里？如何繁荣
发展文化事业？如何加快文化产
业格局形成？围绕这些“命题”，与
会者展开了热议。

□ 本报记者文宇

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西部文化强市

绵阳是李白出生地、中国科技城，历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国防科技文化独具魅力。悠远神奇的禹羌文
化、魅力独具的嫘祖文化、脍炙人口的三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文
昌文化、风流典雅的李白文化、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文化、自
强不息的三线建设文化、大爱无边的感恩文化、日新月异的工业
科技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演艺、节庆等民俗文化，构成了绵
阳得天独厚、流光溢彩的文化资源宝库。

“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壮大发展，不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也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市文广新局局长胡
科认为，绵阳潜力巨大的科技资源为文化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
持，打造西部文化强市，就是要把各种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利用起
来，不断挖掘、不断发展、不断传承这些带有绵阳“烙印”的文化元
素，并让这些优秀文化“种子”渗入到千家万户，开花，结果。

市文联党主席马培松说：“文化品牌不是吹糠见米、一蹴而
就，它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坚持。”他认为，品牌必须具备三个
条件，独特性、地域性和共享性，绵阳在这方面是具有非常大的
资源优势，比如嫘祖、大禹、李白、文昌、汉唐等文化元素，还有羌
文化、白马藏族文化等，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绵阳本土文化
的生机与活力，打造出供天下共享的特色文化品牌。

传承绵阳文化血脉

努力打造本土特色文化品牌

有了品牌这条“船”，要想建设西部文化强市，绵阳还须“借
船出海”，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马理慧认为，文化产业要发展好，
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绵阳本土优势，深度挖掘资源优势，以全会
精神和《绵阳市“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引领，按照“依托
产业基础、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差异竞争、促进集群发展”的思
路，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等多种形式，形成良性发展的
文化产业格局。

加快发展“文化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绵阳经
济支柱性产业。这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绵阳建设西部
文化强市的“战前动员”。

市博览事务局副局长董奎信表示，我市文化产业尚处在起
步阶段，还需要逐步解决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产业体系不够健
全、市场主体规模偏小、发展合力尚未形成等问题，不断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加强文化企业培育引进和重点项目培养，深化
文化产业支撑平台功能，完善文化产业管理及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商、旅、文、会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加快我市文化产业
发展，才能逐步形成“一核辐射、两带串联、三区联动”文化产
业空间格局。

“借船出海”

形成“一核辐射、两带串联、
三区联动”文化产业格局

以超常的信心决心、超常的思路举措，推动科技城实现超常的建设成效，加快打
造创新驱动发展试验田、军民融合创新排头兵和西部地区发展增长极，更好实现国家
建设中国科技城的战略意图;

坚持产业化导向，把科技城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加速把科技成
果特别是国防军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经济发展的成效检验科技城建
设的成效

思路方向

核心载体

具体实践

首要是抓创新主体培育
培育更多“顶天立地”“铺天盖地”的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主体

基础是抓创新生态营造
形成服务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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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抓创新活力激发

以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核心是抓创新产业培育

壮大既能起支柱作用又有良好成长性的创新产业集群

基本特征

创新企业挑大梁
加大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力度
实施重点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行动
建立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机制

肥沃土壤

良好的创新生态良好的创新生态
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
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
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大力弘扬创新精神

强大气场
充沛的创新活力充沛的创新活力

废除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废除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
砍掉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砍掉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
完善政策支持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要素投入、、激励保障等长效机制激励保障等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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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打造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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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按照“项目引领、产城并进、全面提速”总体要求
实施好基础设施建设攻坚、项目招引攻坚和优势产业攻坚
加快建成科技新区、产业新城和城市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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