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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万祥 李福建 吴书秀

温江先后引进珠江国际新城、新加坡丰隆集团等国内外顶级公司入驻，图为温江珠

江地产盛况。

国际医学城已经聚集了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都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成都艾斯特肿瘤医院等为中坚力量的健康诊疗机构群，图为八一康复中心。

国际乡村度假区国色天乡乐园开园几年来，吸引了上千万人次的游

客，同时还为当地农民创业就业创造了良好机会，图为国色天乡入园口。

光华功能片区正形成百亿商圈，形成从高端到大众的品牌聚集地，国际

品牌总代理、总经销、旗舰店、精品馆云集于此，图为该片区一隅。

国际乡村度假区建有亚洲一流的度假村项目悦榕庄，图为乡村酒店。

中国马术节在成都温江永久落户，2012中国马术节将于今年10月在温

江举行。

成都温江，这片美丽的土地正在致力于打造“百亿”西部最美购物商圈、

打造“世界级”旅居目的地、构建“千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园区、构建“成都

国际医学城”、建设“成都国际体育城”、建设“成都国际科教艺术城”、建设

“成都国际乡村度假休闲产业区”……仅今年，总投资 480 亿元的 62 个重点

项目同时开工，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温江一场关于产业的战略调整和自我革命，是温江

资本、资源、劳资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与配置。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更是一项国家战略。同时，它

也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国家、四川省，分别把温

江列为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和四川省生产性服务业示范基地。

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成都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都把发展

现代服务业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具有区域范围内的唯一性。2011 年年初，成

都被批准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温江是成都二圈层唯一进入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范围的区县。

有人赞美温江“天府桃源千般美，田园花木万户春”，其发展现代服务业

的条件得天独厚。温江连续 15 年进入四川省十强；近 5 年，共引进投资上亿

元的重大产业化项目 526 个，吸引外资近 800 亿元，跻进了国家现代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川省经济十强区市县行列；曾先后荣获联合国“全球生

态恢复和环境保护杰出成就奖”、“国际花园城市”、“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

最佳范例奖”等众多荣誉，有着其他城市二圈层无法比拟的发展高端商务、

休闲旅游、医疗康复、体育运动的条件优势。

根据现代服务业的国家战略和省市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工作要求，温

江坚持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攻现代服务业集群成长作为转型升级的基

本方向，努力把现代服务业打造成为温江的“首位经济”，强推结构转型，加

速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温江成为成都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把

温江建成区域性国际服务中心和服务业集聚高地。尤其是在几年前，温江

就先试先行，以“产业互动、产城共生、区域联动”为发展理念，加快抢占新兴

产业制高点，全速推进服务业的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初步构建了以

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

2011 年，温江服务业增加值从 2009 年的 57 亿元增加到 105.09 亿元，增

长了 1.84 倍；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32.74%上升到

2011 年的 40.34%，提高了 7.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09 年的 35.09 亿元

上升到 2011 年的 58.07 亿元，增长了 1.65 倍。

温江充分认识到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国家使命感和区域代表性，以及发

展现代服务业的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确立了“兴三优二、一三联动”战略，

从破解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着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保障

和工作措施，举全区之力拉开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改革大幕。

首先，“以高取胜”，“四高”确定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四高”即立足

于温江固有的生态特色、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较强的产业基础，选择具有高技

术、高知识、高附加值、高带动力特点的大健康、大文化、大商务和信息产业

四大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

其次，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建立服务业综合试点改革发展模

式。在这点上，主要抓住四个关键：

一、规划建立功能片区和重大项目区。根据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

成都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任务、以及全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互动发

展的需要，聘请国际一流机构、吸纳世界先进理念、进行深度谋划和系统规

划，决定突破行政区域界限，按照组团式发展理念，以一个片区一个核心主

导产业为指导，构建以重大项目片区为载体的发展模式。为此，温江确立了

成都国际医学城、光华现代服务业功能片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

园、成都国际体育城、成都国际乡村度假片区、成都国际科教艺术城这 6 个功

能片区，以片区为载体，深入推进服务业发展。

二、建立项目工作制和任务倒逼机制。一是区级各产业相关部门建立

了“以任务为单元的项目工作制”，推行“干部围绕项目转、部门围绕片区转”

的服务方式；二是建立倒逼机制，分年度、分部门、分片区测算分解工作任

务，建立倾斜性考核体系和干部选用机制，切实提高服务效能。

三、以政策土地配套“三优先”，提供要素保障。首先是土地资源优先保

障品牌项目，其次是扶持政策优先保障高端产业，最后是基础配套优先保障

重点区域。

四、重点突破，综合提升发展环境。具体工作措施是抓交通先行，打造

西成都交通枢纽；抓全域光网、3G 网络全覆盖，建设“数字温江”、“无线温

江”；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游憩、观赏防护于一体的绿色休闲带，使产业与

生态田园融合发展；抓服务业专业人才和高端人才引进，为现代服务业发展

储备充足的智力保障；政府牵头搭建“银、政、企”投融资平台，积极解决企业

融资问题，因而全区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采取上述政策保障和工作措施，大胆试点，厉行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

温江发展新兴高端现代服务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截至 2011 年，全区新

引进服务业项目 220 个，其中重大服务业项目 18 个；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158.73 亿元，功能片区完成服务业投资占全区服务业投资完成额的 90%

以上，服务业已成为拉动温江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以 2011 年为例，温江服

务业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6.5%，实现服务业税收 25.72 亿元，占全区税收总额

的 62.93%，服务业成为温江税收的主要支柱，全区服务业从业人数达 13.5 万

人，超过全区就业总人数的 60%。

温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以及核心的六大功能片区和两个重大

项目区，呈现出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组团式发展导向：

成都国际医学城聚集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温江分院、成都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成都艾斯特肿瘤医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形成以这“四大医院”

为中坚力量的健康诊疗干预机构群；同时，这里还拥有以博奥产业化基地、

干细胞产业科技园、医科产业园等为主体的基因及细胞工程产业群。成都

国际医学城正努力成为医疗及健康服务的核心基地、国家级健康管理产业

示范区、世界医疗旅游目的地。

成都国际体育城通过永久落户该地的中国马术节、体育公园、主题公

园、室内滑雪场、冰雪酒店等项目建设，正打造成全国运动休闲目的地。

成都国际乡村度假区中的国色天乡一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成为成都

旅游的一张名片。国色天乡二期水上乐园是按照世界一流、亚洲超大的标

准打造，也是目前西南地区第一家设施最为齐备的水上主题乐园。

光华“百亿商圈”服务功能片区正在加快推进西成都 CBD、“百亿商圈”

的建设。其中，投资上百亿元的珠江国际新城项目、投资 27 亿元打造的中国

最大单体百货高端商场的新光三越项目、投资 23 亿元打造的天来白金五星

级酒店综合体及新加坡丰隆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片区已聚集中立数据、大重信科技等各类电子信

息服务业近 100 家，年总产值约 20 亿元；聚集淘宝等电子商务企业约 70 家，

年总销售额 5 亿元。全区基本形成了功能片区为主要承载的大健康、大商

务、大文化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

成都国际科教艺术城、四川艺术学院温江校区、四川农业大学温江校

区、艺苑等项目正加快建设和投运。这里正逐步形成西部最重要的行业培

训、职业培训、拓展培训、企业内训等中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区，将投资 10 多亿元打造具有世

界水平、国内领先的特效影视及数字娱乐体验区。

走出大健康、大商务、大文化、信息网络服务业格局，温江下一步将进一

步采取四大措施发展现代服务业：一、“三产联动、双轮驱动”，进一步创新服

务业发展机制体制；二、加快引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着力吸引金

融保险、法律会计、广告中介、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企业；三、鼓励服务业

重大项目业主自持物业的运营模式，鼓励服务业重大项目业主自持运营；

四、促进“一三产互动”，“二三产剥离”，“剥离”主要是将研发、销售等环节从

工业、现代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建立单独的经济实体。

温江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大抓项目引进，快速形成强大的规模集

群，做大服务业总量，到 2016 年，力争全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300 亿元，

比 2011 年增长两倍，成为成都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把温江建

成为“产业成都”中最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把温江建设成“成都现代服务业

中的‘最成都’”，把温江打造成区域性国际服务中心和服务业集聚高地。

成都温江成都温江：：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