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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流，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说古老，因为这里始建于公元前 316 年，迄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曾是古蜀时期最大的蜀锦生产交易
地；说年轻，因为这里是四川打造天府新区的核心区
域，一座“空港现代生态田园大城市”正在崛起。

双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已连续 17 年位居四川省
十强县榜首，基本竞争力全国百强县排名由 2002 年的
第 53 位跃升至 2011 年的第 20 位，而走进双流，听到当
地干部群众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如何抢抓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四川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和成都全国统筹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建设“空
港现代生态田园大城市”为目标，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过程中打基础、谋突破。

今天，双流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多
种机遇汇聚，双流将迎来大有可为、加速赶超的黄金时
期。双流县将围绕四川省委“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
战略和成都市委“五大兴市战略”，突出天府新区建设
的龙头地位，把“跳起冲高、高位求快、领先发展”作为
工作基调，奋力争创“成都市领先发展科学发展、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示范县”。

打造西部临空经济高地
2011 年 12 月 25 日，天府新区建设启动仪式在双

流县西航港经济开发区隆重举行，标志着天府新区正
式从规划阶段步入全面建设阶段。双流也以其独特的
区位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日趋成熟的临空经济吸
引了世界的目光。

今年年初，双流国际机场被民航总局列为全国第
四大国家航空枢纽，8 月 9 日，双流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正式运行，候机楼总面积达到 50 万平方米，停机位 146
个。根据民航总局规划，全国航线网络将依托北京、上
海、广州和成都双流四个枢纽机场形成。

围绕枢纽建设，双流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成立
了临空服务业管委会，全力推进临空经济产业倍增。
在 4 月 8 日召开的双流县临空服务业管委会现场办公
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明确要求，“要积极发展临空特色
产业，加速建设以临空经济为引领的成都重要的现代
服务业基地，努力打造中西部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高
地。”

临空经济一直是双流的竞争力，双流发展临空经
济有明显优势。

首先是便捷的区位优势。双流县位于成都市近郊
区，距城市中心仅 10 公里。作为成都城市向南发展的
重要区域，双流境内拥有成都市六条经济走廊中的两
条，双流还是“乐（山）—成（都）—绵（阳）”轴带型发展
区的重要节点。

其次是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为了推动临空
经济发展，双流县出台了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成
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等若干政策。2009 年，双流
设立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3亿元。

第三是巨大的市场优势。双流有 95 万常住人口，
近 40 万流动人口，自身消费市场巨大。成都是著名的
休闲城市，依托成都这个 1200 万人口的特大型中心城
市，为发展临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巨大的市场
空间。双流机场每年国内外旅客吞吐量达到 2300 万
人次以上，如此巨大的高端人流必然带来大量的高端
信息流、资金流和巨大的消费市场。

第四是成熟的产业优势。目前，双流发展临空经
济产业日趋成熟，一些新型业态如总部经济区、现代物
流、创意产业和服务外包等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和影响
力，为下一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认清优势，还要发挥优势。双流以机场为核心，编

制完成了临空经济综合功能区规划，包括航空枢纽综
合功能区、临空总部商务区，航空总部经济区，临空现
代商贸集中发展区等临空产业集聚发展平台。

双流县临空经济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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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双流还确定全力推进西部航空枢纽服务、国际航
空物流、临空商贸总部、临空体育休闲、临空高科技制
造“五大临空基地”建设。

打造临空制造业，双流正在积极培育三大千亿产
业集群：在太阳能、核能、风能为重点的千亿级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双流县在技术线路运用、研发平
台、产业链条、发展潜力等方面，已成为领先全国的新
能源产业基地，分别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成都新能
源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成都国家新能源装备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发展千亿级新兴电子资讯产
业集群方面，双流县已成功引进仁宝、纬创等省市重点
项目。

在发展航空物流业方面，双流引进了中国国航、中
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成都物流中心、外运发展成都空港

物流中心等 34 个项目，重点发展仓储配送、区域分拨、
国际中转等物流业务，全力打造区域性物流枢纽。

双流县临空服务业负责人冯涛表示，随着“八大临
空产业”的快速发展，西部航空枢纽服务、国际航空物
流等“五大临空基地”的加快建设，以及一批重大项目
的强力推进，以临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必将实
现新一轮快速发展。

推进“两化”互动 深化城乡统筹
近年来，双流县坚持以“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
了加快发展、赶超跨越的重大突破，开创了城乡统筹、
科学发展的崭新局面。

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加快新型
工业化，构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双流
县通过树立高端切入、科技引领和多元发展的理念，瞄
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加速新型
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着力做强新兴电子信息产业核心
支撑，大力培育新能源、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三
大主导产业”。2011 年，全县制造类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增加值 129亿元，占据全县工业经济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双流县把现代服务业作为助推新型工
业化的战略重点，充分发挥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和自
然生态“三大优势”，大力发展临空枢纽服务、临空物
流、保税贸易、保税物流等高端服务业。2011 年，全县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241 亿元，占 GDP 的 41%。此外，积
极推动与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

都信息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在
天府新区双流区域打造“大学科技创新园”，努力建成
高端引领、“两化”互动、产城融合的典范。

双流县还按照天府新区建设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
发展定位，大力实施城市发展战略，坚持以“全域规划”
引领城乡建设、以“全域融合”构建城乡形态、以“全域
连接”加速城乡互动，加快构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
谐共融、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形态。

双流县率先实践并统筹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
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
集中“三个集中”，促进了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创新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全域推进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成功探索开创全国先河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长久不变”和“长久流转”。截至 2011 年底，全县
累计实现农村产权流转 8304 宗，实现农村产权抵押
391 宗、融资 1.86 亿元。同时，双流县还积极推动城乡
户籍制度改革，同步完善城乡就业、社保、教育、卫生、
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配套制度，保证了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有序推进。

双流县以群众殷实、实现和谐为目标，以实施民生
工程为抓手，以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
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局面。
2011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766元、增长
16%，农民人均纯收入 10818 元、增长 19.8%，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 451.9 亿元、增长 18.6%。同时，双流县
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的充分就业、均衡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平安保障“六大公共服务体系”，
努力让城乡群众享受到同质均衡的公共服务。

构建幸福民生 共享发展成果
近年来，双流县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

为着力点，不断创新举措，推进全县统筹城乡社会保险
事业科学发展。如今，全县不仅在城镇职工“五大保
险”扩面征缴、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等多项工作上取得新进展，还在力促失地农民社保
应保尽保、大胆探索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以及实现城乡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全覆盖等多个方面走到了成都市乃
至全国的前列。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
定大局。仅今年 3 月份以来，双流县就先后解决了岷
江水厂、新兴镇、太平镇、黄龙溪镇、黄水镇基础设施所
涉 1259 名失地农民社保问题，涉及社保补贴 1.14 亿
元，确保了社会稳定。

双流已实现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全覆盖，
目前，全县 24 个镇（街道）均已建立就业社保服务中
心，在 147 个社区、106 个村和 4 个大型农民集中居住
区设立了 257 个就业社保服务站，并通过出台一系列
相应规章制度，全面形成了县、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公共社会保险服务体系。

不仅如此，社保服务下延工作也取得了实效，县社
保局已将城乡居民最迫切希望就近就地办理的 16 项
社保业务下放到镇（街道）、村（社）保就业服务中心

（站）办理。如今，双流已基本实现服务范围全域覆盖、
服务项目全员覆盖，参保人员不出村（社区）就能享受
到良好的社保服务。

今年以来，双流县不仅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断提
高，而且不断简化医疗报销程序。与几年前相比，全县
城镇职工住院报销率提高了近 30%，城乡居民则提高
了约 40%；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成都范围内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能实现刷卡住院结算报销，特殊
疾病参保病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即可实现申请、结算一
站式报销，并率先在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可选择”门诊统筹等措施，促进了医保制度改革向纵
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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