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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眼看标兵，追赶 30

强！”2010年1月7日，双流县

委全委会召开，提出“用1~2

年时间进入全国百强县前30

位，用2~3年时间进入前20

位，用3~5年时间争取靠近甚

至跨进前10位。”其时，双流

在全国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

名第33位。百强县的评比，

评价标准可谓相当严格。那

么是什么让双流信心十足地

敢于迈出如此之大的步伐？

“追赶仅仅是行动，我们

的目的是——超越！”千帆竞

进，双流高歌，2011年，双流

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第20

位；2012年，双流基本竞争力

百强县排名第18位；2013年

最新数据显示，双流全国中小

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第 9位。

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大跨越，是

什么给予双流一飞冲天的羽

翼使其“梦想成真”？

一座航空港，一个支点；

一条机场路，一根杠杆。撬动

“临空经济”，打造产业集群，

变地缘优势为经济合力。厚

积薄发的“临空经济”聚拢了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实现了双流激流勇进的争先

进位，催生了双流化茧成蝶的

美丽嬗变！

2013 年 6 月 26 日，举世瞩目的神舟
十号飞船顺利返回地面，20多克双流草
莓干细胞随之结束了一次为期 15 天非
凡的“太空之旅”。双流的草莓“坐火箭”
是第一次，但是“坐飞机”的次数，可就数
不胜数了。

据了解，双流县的冬草莓远销俄罗
斯、法国，售价最高达到每公斤40欧元，
被评为“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百强产品。今年初，每颗 30 元、号
称“史上最贵草莓”就在双流贝瑞草莓园
正式上市。从无到有，如今双流草莓种植
规模已经达到 6 万亩左右，总产量 8500
万公斤，总产值及品牌价值10多亿。

双流草莓有了今天的“荣耀”，绝非
“一蹴而就”。“抢占高端定位，让传统农
业焕发勃勃生机。”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
和实践，双流草莓才一步步“金贵”起
来。2005年12月，双流冬草莓被国家认
定为“地理标志产品”加以保护；2006年

11月17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花卉食品
专业委员会宣布：双流为“中国冬草莓之
乡”……随着产销规模扩大、经济社会效
益显现，双流各地草莓种植基地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各种新颖的设施种植、草
莓“工厂化流水线”、多口味的果香草莓应
运而生，“抢占产业高端”等先进理念颠覆
了传统的大田栽培和营销、研发模式。

植入先进理念，让传统农业搭上航
空“顺风车”。双流冬草莓远销巴黎，依
托的就是“空港”。双流的农业叫现代都
市农业，而且都是搞高端品牌。冬草莓
算是反季节水果，本身就有着较高的附
加值，同时水果的外运必须以保证新鲜
性为前提，坐拥机场的双流，怎么会放弃
临空优势？把草莓送上飞机，利润立刻
就成倍上翻。所以不仅是航空制造业、
临空服务业，就算是传统农业，一旦把空
港这个优势研究透彻了，就能带来一个
产业蓬勃发展新际遇！

双流县已建成 10 个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拥有全球最大的优质枇杷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冬草莓生产基地
和西部最大的杨梅生产基地，“双流
冬草莓”、“双流枇杷”、“双流二荆条辣
椒”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机
场城市发展临空经济，其中就包括巧
借势发展本地优势产业。新郑有 20
多万亩的红枣种植面积，梨河镇、八千
乡、城关乡等有着众多的蔬菜基地和
良好的设施农业基础，具茨山以核桃
为主的小杂果经济、龙湖镇的“早春第
一果”樱桃种植规模初具，涉及孟庄、
薛店、新村、郭店等四个乡镇的现代都
市农业项目进展顺利。下一步，依托
本地优势产业和临近机场优势，新郑
发展拳头果蔬项目走出国门远销世
界，将不是梦！

城市名片
双流县地处成都平原腹地，位于四

川打造天府新区的核心区域，面积
1032平方公里，辖18个镇、6个街道，人
口94.2万。近年来，双流县抢抓国家实
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四川打造天府新
区等重大机遇，大力发展临空经济，目
前临空经济已初具规模。从产业形态
来看，主要涵盖新能源制造和航空物
流、现代商贸、临空商务、总部经济、创
意产业、商务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从空
间布局来看，已初步形成以新能源为重
点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以现代商
贸、临空商务、总部经济为主的临空服
务业产业集群；以航空物流为主的航空
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框架。

2012 年，双流县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679.1亿元、增长13.3%，地方公共财
政收入59.9亿元、增长35.6%，全口径税
收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县域经济
综合实力连续 17 年位居四川省“十强
县”榜首，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全国百
强县排名跃升至第18位。连续3年荣
获“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市”称
号。入选2012中国县（市）级十大最具
幸福感城市。

双赢之城
尚善如流

——访双流县委政研室副主任朱光寿

关键词一：融资

记者：每个地方的发展，都面临“找钱”和“投
入”的问题，双流是如何做的呢？

朱：地方的发展是一笔大的投资，2013 年，我
们双流将多渠道投入44亿以上实施为民办实事工
程。这么多的钱，光靠一个地方的财政投入，显然
是不够的。我们县委提出：“深入解放思想、创新思
维，去向市场找钱。”向市场找钱，其实就是市场化
运作：引进项目的市场投资、向银行融资、成立平
台公司。总结来讲就是：“向社会找、向银行融，政
府要投。”政府要投，必须投到关键处——民生和
产业。

政府的钱投产业投到什么地方？主要就是筑
巢引凤、打造环境，就是基础设施、硬件配套。这里
面有一些具体的融资方式，比如很多地方都采用的
平台公司，BT、BOT模式，租赁服务等，这些都需要
地方政府去创新方式，比如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了金
融办和八家国有投资公司，为产业服务和融资。

最后我们还很重视激活民间资金的力量。我
们鼓励发展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现
在我们已经成立了九家村镇银行了。通过政府的
投入来带动社会资金的注入，把大量的社会资金引
进来，投资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去，这才是一个可
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二：空港

记者：双流的“空港城市”名片十分响亮，作为
双流人，您是怎么认识“空港”这个元素呢？

朱：依托这个机场，我们首先打响“空港双流”
这个城市名片。然后有了这个名片，我们去有选择
性地、有针对性地培植、培育我们空港经济，壮大空
港经济，以“空港”来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这既是
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资源。

空港城市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意义重大。你坐
拥“空港”，你的区域就是一个开放的门户，你就有
可能率先起跑、率先开放，所以说你对自己的定位
要更加高端。对双流而言，我们的定位就是“整个
四川、成都改革开放的门户”、“整个四川、成都改革
开放的主阵地”，所以我们在规划时始终坚持“面向
中西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然后就是去考虑“空港”需要什么去配套，“空
港”它是一个地方的资源，我们要围绕它去做好自
己的工作。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产业功能区，然后是
规划一些我们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要把“空
港”的资源与我们当地的交通无缝衔接好，形成一
个立体的交通配套网络，这样我们的空港优势才能
转变为地方的发展优势。

关键词三：融入

记者：双流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发展临空产业实
现经济跨越发展？

朱：主要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临空经济
客观规律，借势机场，融入机场。

第一，解放思想。我县率先倡导“机场即城市、
城市即机场”的国际新空港经济理论，并以此为理
论基础提出建立“国际空港田园大城市”的城市定
位，打造国际化航空枢纽城市；率先提出机场门户
理论，勇作成都和四川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打
造临空产业，并整合、打造地方资源，将区域内产业
与国际接轨。

第二，畅通交通。今年年底，连通双流机场的
成都地铁十号线将开工建设，2016年底完工，届时
大家就可以坐着地铁来乘飞机了。经过近年来的
建设，围绕空港，我县大力配套港口、轻轨、道路等
交通设施，现已形成多元、叠合、集群化、无缝衔接
的交通枢纽网络。

第三，活跃商圈。加快机场周边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环境改造，沿着临港路、机场高速、双楠大道等
城市干道打造新的商业热点。目前，围绕机场布局
的蓝光空港国际城、南辰汇都、温资金港中心等商业
体体量都十分巨大，助推了空港商圈的空前繁荣。

第四，双流“智”造。随着我县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产值、增加值、主营业务总量增幅明显，现在我县
已经开始由双流制造向双流“智”造转变。

第五，贴心服务。举个例子，在西航港经济开
发区的天府新区双流政务服务中心，我们县 22 个
部门设立了40余个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集
中受理、办理 178 项与企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务。

第六，重视人才。出台了人才倍增计划行动方
案，而且配备专项资金，进行人才引进和培养。现
在已经与中科院、电子科大、香港大学、川大、交大
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他们的产业研究
院，就是把他们的科研成果、他们的人才吸引到我
们这个地方，来搞研发，让科技成果在我们这个地
方就地转化。

在双流，从下飞机时见到的霓虹灯开始，
到住宿的酒店、吃饭的餐馆，到入目的楼盘、道
路、小区的名称，甚至路灯的飞机造型……铺
天盖地的临空元素“标签”让双流的“临空味
儿”浓遍全城。

有首小诗《见与不见》云：“你见，或者不见
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机场，从表面看，
就是个飞机起降的地方，“见”或者“不见”，要
看机场所在城市能否认识到它背后蕴藏的巨
大“经济引擎”之力。

双流一直重视做好“空港”这篇大文章，依
托机场，双流“主动地、刻意地”去发挥和放大
自己对机场的“所有权”，首先打响了“空港双
流”这个城市名片。双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外宣办主任谢正瑛告诉记者：“每一个拥有机
场的地方，它的经济都相对比较发达，机场是
先天的、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但是如果你不
去发掘它的空港内涵和经济元素、不去放大它
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地
方来讲，是一个巨大损失。”

2010年，双流完成了打造“空港城市”名片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年11月，由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成都市人民政府等
主办、双流县人民政府承办的“2010 国际空港
城市临空经济（成都）发展峰会”召开，来自世
界各大机场、航空城、航空公司及相关行业的
CEO、总裁级人物参加。峰会上，专家、智囊为
双流“空港城市”之路把脉问诊，不仅使其更加
明晰了发展道路，还成功地走向世界。

机场不是任何个人的，也不是任何地方
政府的，但为什么双流的“空港城市”名片如
此响亮——借势借得好，主动作为做得
好。武汉天河机场坐落在黄陂区，“空港城
市”名片却在临近的东西湖区同样响亮；广
州白云机场坐落在白云区，“空港城市”名
片在花都区同样被“享有”。这种现象值得
深思。从“郑州新郑机场”这个名字来看，
机场被新郑冠名已是事实。下一步，新郑
要做的就是“好风凭借力”，把该机场更加
牢固地打上“新郑烙印”，让“空港城市”名
片继“黄帝故里”、“红枣之乡”之后成为该
市享誉全国、全球的新名片。

一个航空港，一座现代化新城。当城市
遇上机场，这座城市“变身”的大好机遇就悄
然降临。

国际机场理事会将机场喻为“国家和地区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英国伦敦希斯罗国际机
场、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等大
型枢纽机场，都推动了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的崛起。双流就是抓住了机遇，乘“机”变

“城”，领跑西部。
从招商引资到择商选资。“2005 年，我们

上门拜访求招商；而现在我们几乎一个星期
就要接待 3~5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前的招
商引资倒成了‘择’商‘选’资了。现在我们坚
持‘招大引强’的方针，重点瞄准世界 500 强
和国际国内顶尖的符合我们产业规划的项
目。”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何鑫
说。这些改变，正是在“临空经济将成为 21
世纪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和主引擎”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航空港强大
的带动力能创造出无限商机”，形成了“西部
大开发，机遇在四川，四川的重点在成都，成
都的热点在双流”的共识。

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随着经济的
发展，如今很多产业正在主动向机场靠拢，如

计算机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等，这些产业有个
特点，那就是均为产业链中的高端存在。双流
县在充分研究临空经济特点的基础上，着力发
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
调整，锁定发展“八大临空产业”——航空枢纽
服务、航空物流、临空高科技制造、临空总部经
济、临空会展、临空商务服务、临空体育休闲、
临空文化旅游，通过良好的服务和规范的管
理，促进临空服务业高端业态在临空经济综合
功能区有效聚集，形成临空经济品牌，翱翔于
区域经济发展的“崭新航线”。

融入时代脉搏跳动是一个区域实现经
济裂变的强大支撑。从18世纪的大航海时
代、19世纪的铁路时代、20世纪的高速公路时
代，到如今21世纪的航空时代，临空经济“炙
手可热”。据了解，临空经济不仅其自身构成
了新的增长点，而且还能够通过自身的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和
区域的长期持续发展。可以预见，随着认识
的深化和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新郑发展临
空经济必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腾飞的强劲
翅膀！

启示一：自贴标签——空港名片打响城市品牌

启示三：抢占高端——先进理念颠覆传统农业

时代奥特莱斯购物天堂

双流机场

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