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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绵竹市人民政府

西部高质量发展 从蓝图到实景

绵 竹 ：磷 矿 之 乡 茶 香 竹 海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地理位置与概况
绵竹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背倚

龙门山脉，东南靠德阳市旌阳区，东北与
绵阳市安州区接壤，西南与什邡市隔河
相望，西北与阿坝州茂县毗连，辖区面积
1246.2 平方公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

历史文化底蕴
“绵水之滨，茂林修竹，其城谓绵

竹”。绵竹自古有“古蜀翘楚、益州重镇”
之美誉，为“天下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

悠久历史：绵竹古为蜀山氏地，公元
前201年置县，有“古蜀翘楚，益州重镇”
之誉，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1949年
12月25日绵竹解放，1983年8月改属德
阳市，1996年10月撤县设市。

文化名人：孕育了董扶、任安、秦宓、
张浚、张栻、杨锐、王干青等一批英才俊
杰，众多文人墨客也曾到此，留下大量千
古传颂的诗篇。

特色文化
年画文化：绵竹年画源于北宋，是中

国四大年画之一，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丰富的题材内容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而闻
名，展现了浓郁的民俗风情。

名酒文化：“剑南春”起于盛唐，绵竹
是中国美酒名城，也是川酒发源地之一、
四川四大白酒产区之一，酿酒文化源远
流长。

南轩文化：张栻所代表的南轩文化，
强调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对当地的
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国文化：绵竹在三国时期具有重
要地位，诸葛双忠祠等历史遗迹见证了
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诉说着往昔的英
雄故事。

经济发展现状
产业园区：拥有绵竹高新区、德阿产

业园两个省级产业园区，新市化工园、新
材料化工园两个省级化工园区也被正式
认定，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平台。

主导产业：以剑南春为龙头的食品
饮料产业蓬勃发展，此外材料化工、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也不断发
展壮大，推动着绵竹经济的快速增长。
2024 年 ，绵 竹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73.7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8.0%。

农业发展：建有德阳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核心区，培育了剑南粮油、绵远河粮
油和广济粮猪种养循环三大现代农业园
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兴起，乡村民宿、
农事体验活动等也成为乡村经济新的增
长点。

城市建设与社会事业
交通建设：绵竹位于成德绵经济

带腹地，距成都 59 公里，德阳 33 公里，
绵阳 51 公里。境内成万高速、成都三
绕高速、绵茂公路、成青公路、川青铁
路穿境而过，构建出融通羌藏、纵贯成
德、辐射西北的立体交通网络，交通十
分便利。

教育体系：成立幼小初共12个教育
集团，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
体系，现有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1
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1所，高等
职业院校 2 所，还与四川师范大学等开
展合作办学，提升教育质量。

医疗卫生：市人民医院成功晋级“三
甲”，并全力推进华西－绵竹医联体建

设，设立“华西一站式服务中心”，让当地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
医疗服务。

城市环境：通过打造“口袋公园”、改
造老旧小区、美化主干道沿线建筑外立
面、建设马尾河生态公园等举措，城市环
境更加宜居，同时精心打造的美食街区，
也让城市充满了烟火气息。

旅游资源
自然景观
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大熊猫栖

息地的一部分，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是
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为游客提供
了亲近自然、了解大熊猫等珍稀物种
的机会。

云湖森林公园：森林茂密，空气清
新，湖泊如镜，山水相依，是休闲度假、避
暑纳凉的好去处。

麓棠温泉：温泉资源丰富，水质优
良，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让
游客在泡温泉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
时光。

人文景观
诸葛双忠祠：是为纪念三国时期蜀

汉大将军诸葛瞻、诸葛尚父子而建，是绵
竹三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较高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

紫岩书院遗址：是北宋政治家、文学
家张浚的讲学之地，其建筑风格古朴典
雅，文化氛围浓厚。

回澜塔：是绵竹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塔身雄伟壮观，造型精美，见证了绵竹的
历史变迁。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境内已发现矿产 25 种，

以石灰石、磷矿、铝土矿、硫铁矿、煤和
天然气等为主，历年累计查明磷矿石储
量达 53100 万吨，是我国四大磷矿产地
之一。

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32.56%，林
地资源丰富，有珙桐、红豆杉等多种珍稀
植物及众多名贵药材，优质茶叶种植面
积近万亩。

水资源：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0.55
亿立方米，水资源可利用总量10.23亿立
方米，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为8.34亿立
方米，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了充
足的水源。

■文/沈虹冰 刘书云 张斌 雷肖霄

长江黄河之源、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特色优势产业、战略回旋空间……包括12
个省区市的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七
成多，总人口占全国近三成，与10多个国
家接壤，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
轻重。

2024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从经济增速看，GDP 增速排名前十的
省份中，西部地区占据六席，西部地区财政
收入增速也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从新产
业崛起来看，陕西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圆
片产量分别增长 57.2%、36.7%，重庆成为
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五城；从创新驱动看，9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13个国
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集聚、凸显活力；
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2.9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增速高出全国整体3.6个百分点。

2025年，西部迎来新一轮发展关键期。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国内经济转型

升级的复杂环境，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
从黄土高坡到云贵梯田，西部十二省区市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蓝图，不断以“底气”筑
牢根基、以“信心”驱动转型、以“韧性”应对
挑战，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书写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底气足
资源禀赋和战略机遇叠加

新春伊始，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的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刚刚度
过了一个科技味儿十足的新年。

从利用神东上湾煤矿的“裸眼3D”感
受井下工作面全景信息，到神东大柳塔煤
矿的“太空舱无人割煤”，在现代科技引领
下，源源不断的煤炭从这里经浩吉、包神、
神朔等多条铁路线运往全国各地，为经济
发展注入能源动力。

向西而望，底气十足。
数据显示，西部煤炭产量占到全国的

八成以上，油气当量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
我国目前已投运的 35 条“电力高速公

路”——特高压输电线路中，有20余条发
源于西部地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
煤南运”等大通道为全国能源安全筑牢坚
实根基。

依靠先进技术，更多矿藏不断被发
现。青藏高原新发现铜矿资源量 2000 余
万吨；贵州省贵阳市清镇精确探矿新增
7000 多万吨铝土矿储量；云南镇雄估算
磷矿资源储量超过 132 亿吨；新疆新增 6
处大型资源基地，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稳
步提升。

西部地区以能源“压舱石”为全国经济
发展筑牢能源安全屏障，同时，进一步夯实
了自身发展根基。

向西而探，希望无限。
晚8点，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一列

装载 160 余辆“重庆造”汽车的中欧班列
（成渝）缓缓驶出车站，这是蛇年首个工作
日重庆发出的首列中欧班列整车专列。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战略深度融合下，一个个项目扎实
推进。国铁集团数据显示，2024 年，中欧
班列开行1.9万列、发送207 万标箱，同比
分别增长10%、9%；中亚班列全年开行1.2
万列、发送8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
12%；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全年发送96万
标箱，同比增长11%。

向西而行，活力迸发。
在中铁二十一局参建的陕西榆林黄河

东线马镇引水工程现场，长达31.28公里的
12号隧洞二衬不久前全线贯通，为全线通
水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项目线路干支线全长 160 多公
里，建成后可年供水2.5亿立方米，是榆林
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输水线路最长、引
调水量最大的水利工程。”中铁二十一局项
目负责人金超介绍，项目建成后可解决榆
神工业区锦界工业园等4个片区的工业用
水问题，将对榆林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和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起到强有力的支
撑作用。

因能源“出圈”，由创新突围。西部地
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为引
领，不断完成从“黑笨粗”到“高精尖”的产
业转型。

2024年，陕西航空航天产业产值突破
千亿元，国产大飞机 C919 的 60%关键部
件实现“陕西造”；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通过煤制烯烃技术，将每吨煤炭附加值提
升至万元级，实现从“黑金”到“白金”的蜕
变……

能源富集、政策驱动、产业升级、通道
提速……西部区域加速发展不但底气十
足，也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
动力。

信心足
增长目标与创新动能共振

细察西部十二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
告，其设定的 2025 年 GDP 增速目标普遍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彰显西部发展的澎湃
动能和勃勃雄心。

西藏设定“7%以上，力争达到8%”；新
疆、内蒙古、重庆均瞄准 6%左右，展现出

“后发赶超”的坚定信心；四川提出“5.5%以
上”目标，突出抓好人工智能、高端能源装
备、航空航天、新型显示、新能源、医药健康
等“15+N”重点产业链，加快推动重点产业
建圈强链。

从内陆腹地到发展高地，满满的信
心背后，离不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强
劲引擎。

走进陕西启承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
司，创始人杨山举正与团队成员热烈探讨
新产品的设计方案和研发规划。

杨山举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
子工程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高速旋转
机械与热控技术研究。其团队的核心成果
是低温透平膨胀机，机器转速可达每分钟
35 万转，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可广泛应用
于低温液态储氢行业。“目前，产品已经销
往全国多地，市场前景很不错。”杨山举侃
侃而谈。

让优质的科研成果从科研人员的“抽
屉里”走到市场的“桌面上”，这与陕西创设
的秦创原密不可分。秦创原是陕西最大的
孵化器和科技成果转化特区，总窗口设置
在陕西西咸新区。

得益于秦创原持续释放的活力，2024

年，西咸新区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50.3
亿元，同比增长56.4%，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6878家，同比增长38.4%，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愈发强劲。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西部十二省区市
研发投入强度不断加大。四川实施人工智
能“一号创新工程”，推动全球最大26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下线；甘肃依托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突破癌症治疗装备“卡脖子”技术；
云南建成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保藏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加快培育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促
使西部摆脱“挖煤卖矿”的路径依赖，形成
以创新为内核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信心亦离不开消费市场的日趋活跃。
西安城南，新开的万象城已成为西安商圈
的新晋“顶流”，无数游客聚集在商场门前，
争相与设计独特的“生命之树”合影留念。
商场负责人介绍，开业后首日客流量超十
万人次。

不仅西安，一批西部城市商圈的消费
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成都“太古里”商圈销
售额持续“霸榜”全国前列，西安“大唐不夜
城”带动文旅综合收入突破千亿元。

韧性足
结构优化与风险防控并重

在青藏高原的戈壁滩上，全球最大的
水光互补电站——柯拉光伏电站正将清洁
能源源源不断输向东部；在关中平原，隆基
绿能的光伏组件生产基地，平均0.8秒就有
一片太阳能电池下线……

一幅幅火热的生产场景，勾勒出西部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生动图景，也注解着
西部经济从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不
断转型。

从 2025 年西部十二省区市的政府工
作报告可见，“韧性发展”在于不断加快构
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立
体化格局，培育多元产业体系增强抗风险
能力。

在贵州，“东数西算”工程吸引华为、腾
讯数据中心落地，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

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在宁夏，一批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
新“小巨人”，频频攻克技术难关，让当地推
进传统产业提升、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
培育的步伐加快。

既有老树发新芽，又有新枝结硕果，多
元化的产业生态助力西部地区有效抵御外
部冲击。

跨区域协作亦表现亮眼。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成效显著，2024年地区生产
总值预计增长到约8.6万亿元，五年时间迈
上两个万亿元台阶，占全国的比重由约
6.3%提高到 6.5%以上；云贵桂深化“珠江
—西江经济带”合作，聚力打造产业集群效
果不断显现，不断形成“点状突破、带状联
动、面状辐射”的协作模式；链主带动、扩链
成圈、集群突围，长江上游四川、重庆等地
不断崛起绿色新能源产业带；黄河上中游
地区的陕西、宁夏等地区的煤化工产业集
群、青海和甘肃的光伏产业集群正在加速
形成。

不仅如此，闽宁协作、苏陕协作等跨
区域协作，正在提升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
韧性。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产业
园里，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一个个精密的零部件正经过加
工和组装，成为一台台超算服务器。不久
后，这些高端服务器将出口到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

“从去年8月投产以来，公司已经累计
生产了9000多台套高端服务器，产值2000
多万元。”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嘉汇说。

随着美益康医疗器械智能配套装备项
目、厦门视睿教育智能装备项目等陆续投
产运营，闽宁产业园逐渐热闹起来。热播
电视剧《山海情》的男主角原型人物之一闽
宁镇福宁村的谢兴昌高兴地说：“企业多
了，就业的人就多了，闽宁镇的未来肯定越
来越好！”

出山入海、追赶超越。行进于西部，随
着“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划
启动，奋发向前的西部已不仅仅是地理意
义上的“西部”，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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