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服务呼叫中心成为企业110
李锋所说的基础服务体系之一，就是成都

市全力打造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到 2012 年
将覆盖到全市各个县市区。服务中心是公益
性服务机构，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服
务工作。

不仅如此，成都市还专门开通了企业服务
呼叫中心，更是开创了全国先河。

走进成都高新区 962000企业服务呼叫中
心，这是在全国56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首个创
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企业服务呼叫中心。

“我们都称它企业110，还有人管它叫企业
保姆。”硅宝科技的负责人笑着说。之前，硅宝
科技曾反映门牌号重复了，这导致公司在上市
资料填报中遇到了很大麻烦，呼叫中心获悉后
第一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论是投资等大事，还是疏通下水道等小
事，企业在任何时间只要拨打这个号码，都能
得到及时答复和处理。

高新区发展策划局负责人说，呼叫中心只
是一个诉求集合渠道，在全区各部门、街道都
安排了专门分管领导、联系专员，通过中心专
网，分流每个企业诉求，最终架构起“牵一发、
动全身”的企业服务中枢。

据统计，该呼叫中心每月呼叫量为 300余
个，72.7%的企业认可服务的有效性。

扶持微型企业培育城市持
续发展的动力

从企业服务中心到企业服务呼叫中心，这只
是成都实现“小机构大服务”理念的一个缩影。

目前，成都市已建立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公共服务平台、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电子
商务平台，同时还建立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联
盟，推动社会机构为企业开展专业性服务。

从在西部率先实施“项目报建”并联审批
服务创新模式，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删减掉
九成以上审批项目……这一次，成都市又将目
标瞄向了众多的微型企业，以期将他们培育成
未来的新希望、宏达、蓝光等大集团。

2011年 7月 19日下午，市经信委举行了
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每年扶
持微型企业1000户，每年发给1万元企业服务
券，为他们进行的培训、咨询等服务“埋单”。看
成都民营经济发展，不难看出连续有效的扶持
政策，投资软环境的不断深化，“小”政府“大”服
务理念提升，为各类市场主体舒展了加快发
展的臂膀。

成都，这座城市不断在寻求着更好更快发
展的驱动力。

成都：为一个产业而造城
将天府新城打造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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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成都的
故事有许多讲法，其中引人入胜的一种，关于
营造。

这座城市的得名，按照最广为知晓的解释
便与此相连，“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

2300多年以来，这里是中国城址未变、名
无更迭、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既是
历史丰厚的馈赠，也预示着这片土地能不断开
敞新的营造空间。

如今，这个古蜀郡上，一座新城正在崛起，
令人惊奇的是，它是为一个产业而生的城市。

这就是——天府新城。
晚报记者 孙娟 邢进 文/图

工业基础薄弱的
成都探索出的“捷径”

从计划经济时代，成都的工业
基础就不够厚实，解放时成都的工业
只有“三根半烟筒”——其中有一家
肥皂厂是不冒烟的，因此只算半根。

城市发展究竟以什么作为核
心竞争力？一直是城市管理者思
考的问题。

事实上，成都在工业化尚未完
成的情况下，超前布局新型现代城
市，即所谓“三轴”模式，“复合城市
化、要素市场化、城乡一体化”，主
动放弃重工业化的部分红利，提出
来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要把
总部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
体系核心，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支撑。

在此概念下，第三产业和民营
经济自然成为主角，而“天府新城”
则是这个思路下的典范。

一个城市与一个
产业的融合

2005 年，成都市正式提出，将
软件产业作为全市的“基础性、先
导性和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扶
持、重点发展，而成都高新区，成为
软件产业的核心承载地。

2006年 2月，成都市召开了软
件产业发展工作会。就发展一个
产业，专门召开全市性大会，在成
都还是头一次。

随后，成都市加大了天府软件
园、成都高新孵化园等载体和公共
技术平台建设力度，从人才引进和
培养、房租优惠、税收返还、产业扶
持、融资帮扶、市场开拓等多方面
对软件企业进行培育，加大“外引”
和“内培”力度，支持企业尽快做
大、做优、做强，大大地促进了软件
及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除了主
观的政策引导、产业扶持之外，客
观的产业基础、人力及文化等“先
天”要素，同样具有先决条件。

成都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成都市人才、成本、城市是发
展软件及服务外包业必不可少的
支撑要素，而这三个领域，恰恰是
成都相对于很多城市的优势。

曾有专家说，单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
造城，或许收获一座“空城”；以单一发展
住宅疏散中心区人口的思路造城，则往往
成为一座“睡城”。

在成都，天府新城趟出了一条不同的
道路。

提起成都，“天府软件园”自然不会陌
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软件园，已经成
为叫响全球的城市名片。

如今，在软件园的基础上，这里将为
一个产业造一座 60 万人口的新城，名叫
天府新城。这座为产业而造的城市，如今

“新城”正带着喜人的态势健康生长。

走在成都高新区街头，阳光从云层的
缝隙洒落下来，一片造型各异的高楼在金
色的光泽里直冲云霄，驾车穿行在这里，
你会发现某些奇妙的变化：英特尔、IBM、
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世界知名企业的
标志会不断闪现在眼前。

天府新城就是这样从最初的软件园，
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到城市副中心、
科技商务新城，再到如今的定位“软件产
业城，城市新中心”的科技商务新城。

高新区管委会一名负责人称，天府新
城绝不是简单的造城，在成都高新区，新
城为产业而生，产业因新城而强。

如今，作为“软件产业城”，天府新城
核心区目前已落户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
500多家，聚集了赛门铁克、诺基亚等一
大批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全球软件100强
中有10家、服务外包100强中有5家已进
驻天府新城。据不完全统计，全部建成
后将可形成约 420万平方米的软件及服
务外包产业承载能力。

近者悦，远者来。
在天府新城崛起的背后，不少人在

思索，成都如何提供产业持续发展要素
支撑呢？

“国际‘大牌’企业的入驻，推动了国
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我们很多

内培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这与大环
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天府软件园的负责
人说。

为了让这座新城更具有活力和后
劲，管理者希望把越来越多的人才留下
来。

月租 200元的大学生创业居住区门
前，有公交车线路直达城市中心；房价只
有周边一半的高档小区几近完工，售楼
顾问介绍，这个小区只面向从外地来软
件园工作的高端人才。

现在，这座新城的眼光不仅仅局限
在国内，天府新城要打造成为中国的“班
加罗尔”。

成都，早已不是传统农耕意义上的
稻粮满仓，而是引领现代化发展的财富
聚宝盆。其中，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已
经占据半壁江山。

据统计，2010年，成都民营经济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已达到 55.5%，全市 20
个区县中，有 16 个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超过一半。

青羊工业总部基地聚集了众多民营
经济公司。力方国际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其中，每天上百名年轻人戴着耳
机忙碌在开放的工作台前。这个起初
只打算将成都作为外包加工基地的公
司，出乎意料的是成都本土的业绩也风
生水起。

公司总经理李锋介绍，最初曾考虑

将公司中西部总部设在其他省份，但最
终还是选择了成都。

“只要企业有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
解决，政府会主动为我们购买一些服务
券，用于员工岗位培训和经营管理者培
训，服务很贴心很到位，都用在企业最需
要的地方。”李锋说。

成都民营企业的特点是规模以下的
小企业星罗棋布。为此，对政府之手的
力道，这些中小企业最为敏感。

“企业要做企业的事，政府要做政府
的事，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和干预除非万
不得已，尽量不要插手太多，我认为在此
方面，成都市政府做得不错，它很慎用公
权力的优势，主要着力在资源维护和基
础服务上。”李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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