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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鸟瞰已经竣工的位于四川省
华蓥市高兴物流园区的四川首个国家级煤
炭储备基地。

华蓥市借助毗邻重庆、同城广安的区位
优势，依托过境的西渝高铁、襄渝铁路、兰渝
铁路和沪蓉高速公路、巴渝高速公路及渠江
等水陆交通干线，以及高兴物流园区、明月
高铁新区等平台兴建“物流港”，致力打造集
铁路、公路、水路“三位一体、多式联运”的服
务成渝地区、辐射西部地区的现代化物流体
系，让内陆小城变身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重要
物流枢纽。目前，在高兴物流园区兴建或在
建的有成都铁路局的高兴货场、四川首个国
家级煤炭储备基地和蜀道物流集团的路面
材料基地、智慧物流基地、能源保障基地等
项目，“物流港”建设有序推进。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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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要
求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
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7月 25日，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指导，成都高新策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24成都高新策源资本生态大会”
举行，行业专家、创投机构、高成长企业代表等 300多位嘉宾齐
聚，共同探讨产业和资本发展趋势。

本次大会以“新质驱动·策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了主题演讲、
对话讨论、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产业招商对接交流会等系列活
动。大会上，成都高新区重磅发布了涵盖“资助—种子—天使—创
投—产投—并购”的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服务体系，致力于提供
“重点产业全覆盖，服务生命全周期”的资本赋能支持，更好服务
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构建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服务体系
差异化容亏比率鼓励应投尽投

作为全国首批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地区，成都高新区始
终把资本作为推动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自 2022年
起实施 5年 3000亿元基金组建计划，持续推动培育大规模、多层
级的基金集群。据悉，2022年以来成都高新区新增组建基金 81
只、新增规模 1638亿元，目前基金累计总规模已超 2400亿元；通
过基金招商累计招引落地永新医疗、遨天科技、沃飞长空、英杰电
气等重点项目超 110个、落地总投资超 1200亿元；2023年区内
152家企业获得各类股权融资超 120亿元，实现平均不到两个工
作日就有 1家企业获得股权融资。
“为更好发挥投资基金助力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作

用，我们对标学习先进地区经验，持续优化完善投资基金政策体
系，系统重构了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服务体系，精准匹配项目
创新成长不同阶段投融资需求，进一步强化投早、投小、投资未来
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和项目在成都高新区‘双向奔
赴’。”成都高新区国资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具体来看，成都高新区以策源资本和高投创投两大基金运营
平台为核心，构建起“资助—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的
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服务体系。
其中，“资助资金”不计权益支持高校院所创新项目开展概念

验证、小试、中试等成果转化工作，由财政首期设立不低于 1亿元
资助资金（5年累计 15亿元），每年支持 150个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在成都高新区“就近就地、应转尽转”；“种子基金”聚焦高端人
才、创新创业团队、优秀大学生创业团队等，首批新设 2亿元种子
类直投基金，未来每年投资不低于 2亿元，助力 100个创新团队
注册成立公司启动产业化、商业化进程，并为创始团队设置原价
回购机制，比例最高可达到 80%；“天使基金”通过优化返投认定
条款、设置分档让利机制等，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
量高、创新能力强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每年投资不低于 15亿
元，每年支持企业不低于 50家；“创投基金”聚焦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持续加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投资，每年投资不低于 20亿元，加速
30个高能级项目快速成长，将重点发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
点细分赛道；“产投基金”聚焦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投资，每年以不
低于 30亿元重点投向 20家核心企业。深挖主导产业链上下游关
键环节，围绕“链主”企业和核心节点型项目重点布局，实现政府
产业部门为招引项目提供定制化、多元化的落地服务方案，构建
产业与资本互利共赢的良性生态；“并购基金”聚焦区内有并购意
向的上市公司、链主企业，服务有被并购意向的优秀创新项目和
有退出需求的资本，围绕公司主营业务或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并购
重组，助力被投企业加速登陆资本市场以及区域上市公司、链主
企业做大做强。
“重构后的基金体系在推进政策性和市场化投资上双轮驱

动，在强化政府部门深度服务的同时，实现市场化资源高效配置。
此外，我们对各类投资基金明确了亏损容忍的尺度，种子、天使、
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的容亏率从 80%到 30%进行
设置，市场化基金的容亏率设置为 20%，建立了全国范围内容忍
度较高的容亏尺度，为国有企业松绑赋能。”该负责人进一步介绍
说。

达成多个战略合作
厚植高科技产业投资沃土

大会现场，成都高新策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策源
资本）与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此外，策源资本还与中金资本、中移
资本、上海科创基金、中核科创基金、科创投、纪源资本、百度资
本、众源资本等 20家机构进行了产业基金合作签约，签约基金规
模超 450亿元；同时与直投重点项目绿叶维信、沃飞长空、新基
讯、国星宇航、它思科技等 20家科创企业集中签约，签约投资金
额超 18亿元。
“与成都高新区以及策源资本的合作，在绿叶的发展中具有

战略意义。血脂康今年将在成都完成投产，将达到年生产能力
900吨红曲原料、10亿粒血脂康胶囊，预计 2028年达到 40亿元
的销售额，2035年达到百亿。我们期望在成都高新区优良创新氛
围的环境下，能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共同建
立吸引和培养人才的机制，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
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不断拓展项目的国际市场。”绿叶维信相
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成都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产业投资平台，策源资本承载着

五年组建 3000亿元产业基金群的重要使命。自成立以来，策源资
本一直秉承“促产业、创品牌、造生态”的发展定位，以扎实推进产
业建圈强链为导向，努力打造国有产业资本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双循环模式。截至目前，策源资本参与组建产业基金超 1500亿
元，合作基金投资项目超 350个，投资金额超 200亿元；自主管理
基金规模超 200亿元，直接投资项目超 70个，直接投资金额超
110亿元。
为进一步支撑产业发展、助力资本生态建设，大会还特别邀

请到众多行业嘉宾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金资本董事长单俊葆，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教授唐杰，沃飞长空 CEO兼首席科学家郭亮，赛富亚洲投资
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李浩，高瓴创始
合伙人李良，深创投副总裁刘波，鼎晖投资创始合伙人王霖，美团
龙珠创始合伙人朱拥华等投资人与企业家们围绕时下焦点进行
精彩发言，并就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未来制造四大产
业方向开展对接交流。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到明年形成 3000亿元产
业基金规模，持续优化产业基金生态；未来 5年，围绕重大产业项
目，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打造万亿级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李祥

乡村“蝶变”满目新 振兴路上阔步行
———广元市昭化区天雄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纪实

“物流港”让内陆小城变身物流枢纽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增添和美乡村宜居靓色

今年，天雄村再度迎来全新的发展契
机，开启创建全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
工作。民居与庭院改造、道路改造提升、电力
光纤改造以及污水管网等项目接连不断地
得以实施。

在创建过程中，昭化区不仅成立了区级
工作推进组，还设立了现场项目工作专班，
并构建了项目现场会商机制。昭化区的主要
领导每逢周六都会赶赴项目现场蹲点，致力
于解决项目推进期间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全
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创建工作面临着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
局面。鉴于此，昭化区建立了区级部门（单
位）与天雄村的包联共建机制，制定出“六顺
六净四满意”工作标准，扎实推进组织结对
“大共建”、环境整治“大焕新”、感恩意识“大
培育”三大行动。同时，建立起骨干包联队伍
54 支，结合党员志愿服务、主题党日等活
动，引导区直机关 1200 余名党员干部率先
深入群众之中，集中协助解决民生实事和重
点问题达 386 个。
“以前我们自己打造的小庭院显得杂乱

无章，如今这个院子繁花似锦、绿树成荫，闲
暇时坐在院子里乘乘凉、喝喝茶，那滋味，别
提有多舒坦了。”昭化区昭化镇天雄村村民
高翠芬笑容满面地说道。

入眼皆变化。如今的天雄村家家户户
丰衣足食，住上了砖混结构的小洋楼，村
内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干道路、景区路、村
社路、产业路、入户路，相互连通，干净整
洁。
“这些年我们村相继进行了改厨改厕，

引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村民的环境保护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现在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天然气、太阳能路灯，环境的不断提升让老
百姓切实得到了实惠。”天雄村党支部书记
尚明洪介绍。

近年来，天雄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实现了村主干道两横两纵光亮全覆盖；实
施村道、破损路面提升改造，同步推进电
线、水管等上改下、明改暗工程；改造提升
了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成“污水一体式”
集中收集处理利用设施 1 处、三级化粪池
3处、污水管网 300米，提升了村民生活质
量；打造生态微庭院 45 处，村口、街心等
文化景观小品 3 处，展示乡村果蔬文化，
营造出四时田园风景。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提升和美乡村经济发展成色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13年，尚
明洪被村民一致推选为该村的支部书记。村
“两委”商讨决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以
此唤醒“沉睡”中的天雄村。为什么这么定
位？天雄村有自己的考量，该村离广元城区
只有 26公里，离 AAAA级旅游景区昭化古
城仅有 3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说干就干，村“两委”通过走访摸排，发
现蔬菜产业大有可为。村里已经有赵礼荣一
样的种植大户，这些年，赵礼荣一边向周边
市场、超市、小区等供应蔬菜，一边发展采摘
经济。6亩、10亩、15亩……蔬菜产业像“滚
雪球”一样发展壮大。

近些年来，村“两委”积极动员当地村民
投身于蔬菜产业的发展。在赵礼荣的引领带
动之下，经由村“两委”的不懈动员，村民吴
长兵、郭子斌等人不再远赴他乡打工，而是
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开启了蔬菜种植的事业
征程。
“现在在家乡发展蔬菜种植，不仅可以

照顾家里，收入也还是不错，除去人工和种
植成本，每年的纯收入在 17万元左右。”吴
长兵高兴地算起自己的收入账。

单纯发展蔬菜产业太单一、太薄弱。天
雄村“两委”在商讨之后，有了更多的想法。

机会在悄然间不期而遇。建德市有“中
国草莓之乡”的美誉，建德人赖宏清也在村
里种植草莓有好几个年头，如何把草莓产业
做大做强？村“两委”一边动员更多的建德人
来天雄村种植草莓，一边发动当地群众种植
草莓。

现在，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成为天雄村的
草莓种植大户，他们不仅自己发展产业，还
为村民提供“一对一”的师徒式技术指导，共
同增收致富。

在此期间，昭化区还指导该村成立了天
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社会化选聘职业经理
人，建立“村集体+公司+农户”的“532”收益
分配机制，通过村民自建、以工代赈等方式
承接建设项目，发展农文旅产业，全方位提
升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益。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雄村已成功创建为
省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建成浙川协作草莓
产业基地，按时节梯次种植火龙果、黄瓜、草

莓、红提等有机果蔬 30余种，设有亲子采
摘、苗圃培育、休闲观光等区域，实现一年四
季业态常青。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
打造和美乡村便民底色

村民王国林在村委会用了几分钟的时
间就完成了今年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缴费和
认证。“以前新农村合作医疗缴费要去镇上
办理，办得顺利的话一来一回也至少需要一
个小时，如果遇到工作人员临时有事不在，
第二天还得再跑一次。现在村里建了‘村能
办’平台，只要带着身份证到村委会，一会儿
就办完了，方便得很。”王国林表示。
“村能办”平台的建立，让许多村民切实

感受到了办事的便利。在天雄村，随着“村能
办”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村民足不出村
就能办理建房、医保等 238个便民审批事
项，大大节省了办事时间。

据悉，在不断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动
实践中，天雄村不仅拥有“村能办”，还着力
“一老一小”保障，建有一批儿童之家、颐养
之家、村卫生室等便民服务设施，强化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全面完善文化广
场、文化院坝、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持续开展“村晚”、新
时代乡村阅读季、农民运动会等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同时，推动供销社下沉服务
力量，打造村级供销服务体系，建成含五金
日杂、乡村超市、理发、庄稼医院、再生资源
回收和农用机械服务为一体的天雄村综合
服务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在天雄村的颐养之家中，随时都能瞧见
三五个老人结伴成组，活跃于老年教育室、
民乐室、棋牌室、康复训练室之中。“在建成
之初，这里可没有老年人前来活动。”尚明洪
直言不讳。

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理得好、使用得
好。依循这个综治理念，在和美乡村的建设
进程中，该村全力发挥村党支部的带动引领
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组织老
人前往颐养之家进行体验、交流，逐步引导
老人喜爱集体活动、钟情颐养之家。

村庄变得更加美丽，村民逐渐富裕起
来，越来越多曾经离开天雄村的人以及投资
者再度返回故乡，共同描绘出一幅“村美、业
兴、人和、共富”的乡村崭新画卷。

□杨黎明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时下，漫步在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
化镇天雄村的道路上，一幅生机勃勃的新
农村画卷跃然眼前：二三层的小洋楼错落
有致地分布在牛头山下，水泥路通到每一
户家门口，产业大棚里有村民繁忙的身
影、有游客采摘的步伐，乐此不疲。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
和美乡村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和举措的落
地见效，天雄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蜕变为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全国文明
村”、省级“卫生村”、省级“四好村”、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正崛起在乡村振兴的
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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