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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奠基仪式

成都双流区
以军民融合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杨双文红 本报记者 龚友国

从前安排一次生

产需要2—3天时

间，现在仅需要一个小

时左右即可完成，成都

某军工单位总装配车间

的数据流转效率大幅度

提升。这一切源于成都

天衡电科科技有限公司

为其定制的智能制造系

统，通过此系统极大提

升该军工单位的生产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

次品率。这一项目也成

为了天衡电科直接参与

军民融合项目的成功案

例。

随着国家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双

流区创新发展思路，立

足区域内丰富军工资源

深耕细作，将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作为今后促进

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措

施，全力推动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

双流区是四川天府

新区核心区域，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所在地，成

都市城市向南发展的中

心地带，区内包含成都

双流自贸区、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区位优

势得天独厚。同时依托

辖区内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光电技术研究所等8个

军工单位，军工资源优

势明显。

据双流区负责人介

绍，汇聚区内军工科技

资源以及多个创新孵化

园优势，构建“1园1镇3

基地”军民融合产业载

体，来形成军民融合全

产业链发展体系，走出

具有双流特色的军民融

合发展之路，实现区域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天衡电科作为工业大数据整
体软硬件解决方案供应商，高度重
视科技改革创新、军民深度融合工
作，坚持‘以人为本、技术为本’，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和领先的智
能系统软硬件解决方案。”天衡电
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天衡电科积极响应双流区的
“民参军”政策，先后获得了包括某
军工企业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和新模式专项项目在内的多
个军工任务，在军民融合和智能制

造两大领域不断创新与积累，把创
新和智能制造融入到军民融合领
域的发展全过程中，积极推动军民
两用技术的创新和产业良性发展，
成为双流区民参军企业的优秀典
范。

某军工单位总装配车间长期
以来被数据流转效率低下、数据传
递错误多的问题困扰，于是找到天
衡电科，希望通过建设数据共享平
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实时共
享和流通，减少数据流转过程中的

错误和时间开销，以此提升生产效
率。

天衡电科凭借微波测量领域
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工程经
验，提出了基于工业互联及数据
采集服务平台和工业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分析平台的整体解决方
案。着眼顶层设计，利用自身技
术优势，天衡电科完成了制造现
场数据采集系统、工业信息安全
防护、工业数字化总装车间大数
据平台建设等多部门关键系统内

容，最终实现了数字化总装车间
的改造。

“把创新和智能制造融入到军
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是天
衡电科“以人为本、技术为本”理念
具体运用到智能制造和军民融合
方向的表现形式。天衡电科以军
民融合和智能制造为两大方向，抓
住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升
技术创新能力，建立和规范高标准
的企业管理体系的同时，为企业积
累了丰富的理论功底和工程经验。

据介绍，政策方面，双流区出
台了《成都市双流区军民融合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发展原
则、工作目标、重点聚焦领域、重
点任务空间布局等，从政策层面
为双流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保驾
护航。同时，为促进军民融合发
展策略尽快落地，双流区正积极
制定《成都市双流区促进军民融
合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并委托成都市工业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编制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规划。

成立了区委主要领导为组
长、区政府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的
军民融合发展推进领导小组，统
筹协调全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决策
和总体部署。加强公共服务,为建
立沟通交流平台，打通“军转民”

“民参军”通道，与银河·596、西南
联交所等单位签订协议，共同搭

建成都市双流区军民融合产权交
易中心。加速资源聚集，区政府
与中物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共同成立了四川双银创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银河·596
园区军民融合项目的培育与孵
化，同时兼顾军民融合人才引进
与培养、创新创业氛围营造、公共
服务等工作。

政策机制的升级完善，为军

民融合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加速形成军工龙头单位军转
民重大项目落户、民参军企业逐
步集群发展，形成核技术、航空装
备、信息安全、军工电子、智能制
造五大军民融合优势产业。占地
约50 km2的天府新区军民融合产
业园，以中物院银河·596、核动力
研究院、中电科信息安全产业园
三大省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为支

撑，并启动了以“中电子集成电路
第三极——成都芯谷”项目为核
心的3.71km2起步区建设。

据介绍，目前，与中物院合作
共建的“银河·596”科技园已取得
实质成效，科技园一期已建成投
用，园区首批500余名创新创业人
才及太赫兹研究中心、光纤波导激
光技术研究中心等11个科研项目
陆续入驻，并被列为全省十大军民
融合创新基地。同时，与中物院共
建的军民融合技术创新促进中心
已启动运营，正积极搭建全市首个
军民融合综合服务平台——成都
市双流区军民融合产权交易中心。

深入挖掘双流区军工资源优
势，建立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吸引
更多优质军民融合企业落户双
流，全面吹响了军民两用、民参军
的集结号，助力军民深度融合，携
手联姻，为双流区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强劲动力。

加码创新和智能制造 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完善政策机制 带动军民融合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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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全力打造“菁蓉港”双
创品牌，以校地合作、军民融合
作为双创活动的两大突出特色，
初步构建起“大学研究院+产业
园”、“科研院所+创新孵化器”两
大创新创业模式，积极设立创新

创业基金，支持投资机构入驻，
有效实施“政府推动，市场运作，
科技先行”的机制，激发区域内
部创新创业潜力，为双流区产业
升级和工业结构调整打下坚实基
础。

5月初，在2017中国·成都全
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以“天府新
区大学科技创新园”和“军民融合
创新创业集群”为主题的双流展
区吸引了各方目光，赢得现场市
民一片赞叹。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双流
区举办“菁蓉创享汇”活动共计9
场，双创活动共计36场次，新认定
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15家，全区
高新技术企业达130家。

（下转第三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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