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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未奠 规划先行

为科学发展智能终端产业，泸州国家高新
区规划建设了面积约70万平米的泸州国家高新
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制定了发展包括整机、显示
屏、摄像头、贴片、模具、芯片、供应链的智能终
端全产业链产业方向，以将智能终端产业园打
造成西南地区集信息产业研发、孵化、生产、销
售以及展示为一体的重要基地的目标定位，明
确了以集聚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
强、辐射效应广的高科技智能终端企业为目标
的发展方向。2017年9月25日，泸州国家高新区
智能终端产业园开园仪式在高新区一期标准化
厂房广场成功举行，泸州国家高新区将力争在
2020年打造出一个年产值500亿元的智能终端
产业基地。

产业未到 基础先行

泸州国家高新区始终秉承园区发展基础先
行的理念，加快建设了园区道路管网、绿化亮化、
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提升了园区对项目集聚的
吸引力和区域发展的带动力。一方面不断提升园
区承载功能。泸州国家高新区实施了东部和西部
电力干线工程、东南产业拓展区场平及配套道路

工程等15个项目，基本形成了“一横多纵”的骨干
路网，高新区道路骨架、城区环境实现全面提档
升级。另一方面快速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泸州
高新区标准化厂房（一期）项目总投资13.2亿元
人民币，计划用地700亩，建设32万平方米厂房，
项目已于2017年底基本建成，并已入驻企业15
家。泸州高新区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将建设30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目前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施
工阶段。同时，员工住宿、食堂等配套用房已经正
式投用，可解决8000员工的就餐和5000员工住
宿，为入驻企业提供坚实保障。

基础先行 配套紧随

为有效支撑产业落地，还必须得有完善的
配套支持。泸州国家高新区不断完善生产、生活
等服务配套，提升了园区对产业集群的支撑力。
一是推进服务载体建设，强化孵化、研发、检测
等服务功能。已建成的2.7万平方米高新区孵化
器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孵化器，并且正在加快推
进8.7万平方米的众创中心建设。二是强化物流
配套服务功能，在智能终端产业园合理布局物
流功能区域，鼓励物流企业入驻，为园区企业生
产、销售提供便利。三是正在推进渔子溪河道整
治工程及配套项目，打造300亩湖体、1300亩湿
地公园，将有效改善产城结合部居住环境。四是

积极推进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至高新区项目建
设，提升高新区的医疗环境。五是加快推进泰安
学校新建工程建设，改善高新区核心区办学条
件，解决产业工人子女就近入学问题。

产业发展 招引为重

自2017年以来，泸州国家高新区按照市委、
市政府战略部署，集全区之力，全力招引和发展
智能终端产业。高新区成立了专项招商工作组
分别赴深圳、广州、上海等地驻点招商，截至
2017年底共对接智能终端产业链企业600余家，
对接商协会 30 家，邀请了近 300 家智能终端企
业代表到高新区考察洽谈合作项目。泸州国家
高新区围绕智能终端全产业链招引“四个龙
头”，分别是整机、零部件、供应链和研发的龙头
企业，目前已签约驰腾科技、禾苗科技等智能终
端产业链龙头企业 24 家，其中整机+核心配套
企业16家，同步引进配套企业43家，协议计划
总投资126亿元。2017年，泸州国家高新区被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投资促进局评为“四
川省投资促进工作先进集体”。

悉心服务 项目落地

泸州国家高新区始终把项目作为重要抓

手，推行项目责任机制、推进机制和督察督办
机制，快速推进智能终端产业项目落地，专项
成立了企业服务局，为企业提供“保姆式、专家
式”全程服务，零距离无缝服务落户企业，重点
帮助企业解决水电气、资金以及招工等问题。
2017 年智能终端企业落地建设项目 19 个，其
中泸州市首云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四季融美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泸州虹天科技有限公司、四
川创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泸州云丞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泸州驰腾科技有限公司、泸州
鑫锐迪科技有限公司、泸州市超越光电有限公
司、泸州鑫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已
建成投产，禾苗通信、泸州思普康科技等其他9
家企业正抓紧装修，预计在 2018 年将全部投
产。迪信通科技等 5 个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正抓
紧开展，力争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年内实现“加
快前期”转为“新开工”，继续为智能终端产业
发展增添新动力。

要素保障 产业腾飞

泸州国家高新区高度重视智能终端产业发
展要素保障，在水电气要素保障方面，专门成立
了泸州能投售电公司，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
精准售电服务。目前水电气等要素均已全部安
装到位，确保了企业建成即可投产。企业运行，
工人不可缺，在招工方面，专项成立了企业用工
协调小组，并安排专人赴古蔺、叙永以及云南、
贵州等周边地区帮助企业招工，已协助企业招
工4015余人，保障了已投产企业用工。在其他要
素保障方面，高新区开展了担保公司、基金公司
的组建，积极引进了供应链管理企业，推动完善
贷款、担保、资金监管等机制、程序，保障智能终
端企业生产性流动资金需求。 （邱俊杰）

泸州，一座因酒而兴的城市。白酒作为泸州
的优势产业，有着千百年悠久的历史。泸酒的辉
煌，支撑着泸州的繁荣与兴盛。2006年，泸州酒
业园区破土动工建设，历经11年的发展，泸州酒
业园区作为泸州白酒产业核心经济引擎，成功
地驶上发展快车道，为助力泸州经济腾飞，发挥
了坚实的作用。

截至目前，泸州酒业园区已先后荣获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浓香型白酒综
合加工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四川省首批

“51025”重点培育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四川省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等10余项荣誉称号。现已建
成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酒类
及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酒类包装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白酒产品交易中
心等四大国家级功能平台中心。园区会展中心
被国家确定为“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永久性会
址。

泸州酒业园区紧紧围绕转型升级总体目
标，实施“三个三”工程攻坚计划，即坚持大师设
计、农夫耕种、工匠制造“三个理念”，打造酒粮
基地、酿造储存、城镇建设“三个板块”，促进农
业、工业、文化旅游“三次产业”联动发展，打通
以酒为基础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造以酒为载
体的旅游文化精品，最终实现传承文化、生产文
化、展示文化和销售文化的目的。

“三个板块”建设包括：
第一板块为酒粮基地建设。以黄舣为主，包

括弥陀、分水部分区域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统
一进行标准化改造，首期培育8万亩高粱种植示
范区，统一修建排水沟、耕作道、观光公路，打造
特色农业区域，建设“中国白酒优质原料基地”。
种植方式上回归当地古老的、自然的农夫耕种
方式，尽量不用化肥和农药，确保酿酒原料的正
宗和纯正。发展生态永续农业，高粱基地与新农
村建设相结合，与旅游业、养殖业等相结合，在
高粱收割后轮作可深加工的高端农产品，提高
土地的综合效益。通过建设高粱基地，实现酿酒
原料的可追溯性、可展示性，为泸州白酒提供最
优质的原料支撑。

第二板块为酿造储存，即酒窖酒洞酒庄建
设。一是酒窖。以老窖股份公司2万口窖池建设
为基础，打造白酒传统技艺酿造区。窖池以生产
功能为核心，兼顾文化、旅游的不同需求；总体
布局采取组团式，以2000口窖池为一个组团，每
一个组团独具外观风貌；聘请工艺美术、建筑设
计、酿酒工业设计等方面的大师设计，集中打造
2—3个精品参观点；每一个参观点内部的设备、
设施、工艺流程都是传统风格，都有技术精湛的
酿酒工人展示传统酿制工艺，都能体现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将传统窖池升级为工艺品，除
保证其酿酒第一功能外，兼具展示、旅游等综合

功能，恢复参观者、消费者的信心。
二是酒洞。回归传统的陶坛洞藏方式，形成

30万吨白酒储存能力。科学搭配洞藏和露天罐
藏的比例，对洞藏部分根据山洞的高度、深度、
温度、湿度，打造最适宜白酒储存的天然环境；
因地制宜打造3—5个左右的酒洞，形状分为地
宫、防空洞两种，用观光通道将酒洞串联，建好
防火墙；洞藏容器利用陶瓷的天然属性来提升
酒的品位和文化内涵。

三是酒庄。规划80个左右的酒庄，近期建设
20个左右。复制并创新波尔多酒庄模式，坚守严
谨、专业、专注的酒庄精神。酒庄是为满足除老
窖以外的其他国内具有投资能力企业提供的发
展平台，利用白酒金三角原产地地理保护优势，
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业态。酒庄定位上不是简
单的酒厂，而是集定制、品鉴、休闲、文化、旅游
为一体的酒文化展示点；规模上分大、中、小三
类，分别占地 200 亩、150 亩、80 亩左右，每个酒
庄分别配套不同规模的原料基地；建筑风格上
实行多元化，中西结合，古今搭配，不搞千篇一
律；品牌上以自主创新为主。未来白酒园区招商
引进的品牌白酒企业，原则上以酒庄形式入驻；
在园区拓展区域划定5000亩土地，集中布局原
酒企业。

结合“智慧园区”建设，将每一个窖池、每一
坛酒都用数字编号，并使用现代传感技术实时

监控，保证每一瓶酒都能够追根溯源，体现生产
传统化，管理智能化。

第三板块为城镇建设，即酒坊酒街酒镇酒
城建设。在打造农业观光旅游、酿酒工业旅游的
同时，利用黄舣长江古河道，在黄舣的滨江区域
选择最佳地点，打造集中展现泸州白酒传统文
化的实物载体，以旅游文化来实现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两化互动”。

泸州酒业园区还初步设想以长江、酒谷湖的
天然水系为基础，统一规划打造包括旅游码头、
梯步、防洪堤、明代古城外观的城楼、阁楼或者
塔、中心广场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建设包括酒坊、
酒街、宾馆、别墅、办公、会议等功能设施，形成具
备承办大型演艺活动的能力。集中布局一批城镇
化项目，包括酒业博物馆、酒业论坛中心、园区创
新孵化器、园区规划展示馆、老窖集团总部大楼
等，建设一批标志性建筑，迅速聚集人气。每栋建
筑物都经大师设计，精心打造成旅游文化的精
品。精心打造700亩天然湖，形成水系灵动配合，
重现“城上人家水上城”景象。通过酒坊形成酒
街，酒街带动酒镇，酒镇加上原粮基地、工业园区
以及黄舣半岛全域构成酒城，递进发展。

通过实施“三个三”工程计划，泸州酒业园
区将白酒历史文化元素植根于白酒园区转型升
级的全过程、全方位，形成酒粮、酒窖、酒坛、酒
洞、酒庄、酒坊、酒街、酒镇、酒城等“九酒”递进
发展的产业形态，“九九归一”地形成一条独具
泸州特色、不可复制的集白酒产业链和白酒文
化主题园区为一体的“新酒城”。

展望未来，泸州酒业园区将围绕建成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世界级
酒文化旅游目的地和集中展示区、中国白酒金
三角核心腹地、世界级酒业会展交易中心的“三
区一核一中心”的总体目标，通过“三产互动、三
生融合、三化统领”，实现酒业园区全面转型升
级。力争到 2020 年，把酒业园区建成 1000 亿级
园区，利税突破100亿元，就业人数达5万人。

(赵建华)

规划先行 基础先行 配套紧随 要素保障

泸州国家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蓄势待发
泸州国家高新区总规划面积202平方公里，

其中核心区36平方公里。按照“科技引领、产城一
体”理念，该高新区打造出“一区多园”（“一区”，
即泸州高新区核心区；“多园”，即现代医药产业
园、江南科技园、纳溪科技园、合江生态工业园）
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集科研孵化、产业发展、生态
宜居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技产业新城。该高
新区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
型升级示范开发区”“全国创新型特色园区”“全
国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和“全国青年创业
示范园区”，区内拥有国家高性能液压件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和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2017 年是泸州国家高新区发展智能终端产
业的开局之年。泸州国家高新区抢抓东部沿海地
区智能终端产业调整的重大机遇，把智能终端产
业发展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坚持“高、新、快、
特”发展要求，艰苦探索、不断奋进，在短短的9个
月时间内展现了智能终端企业“招引-签约-落
地-投产”的高新速度。到2017年底，泸州国家高
新区实际建成投产智能终端企业10家，在智能终
端产业实现了零的突破，为大踏步地跨越发展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实施“三个三”工程 建设“新酒城”

泸州酒业园区转型升级绘新景

标准化厂房远景图

虹天科技奠基仪式 首云科技生产线

中国酒城——孵化器

中国酒城——酒街

中国酒城——酒苑

中国酒城——酒窖鸟瞰
企业定制酒庄

中国酒城——酒港（城墙、码头、南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