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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津区构建“人业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推动“人城产”融合发展

成都市新津区围绕“数字赋能”ꎬ紧盯园区企业发展、人才引

留等痛点ꎬ聚焦服务园区工作人群和本地社区居民“两类人”ꎬ整

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社区商业“两类业”ꎬ运营产业载体和商业载体

“两种场”ꎬ积极探索产业园区运营模式的数字化变革ꎬ运用数字

化手段搭建数智服务平台ꎬ创新“人业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ꎬ搭

建工作学习、生活娱乐平台ꎬ构建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智慧服务体

系ꎬ打造“人才发力、产业扬帆、城市启航”的蓄势发展新高地ꎮ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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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新津区“人业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已覆盖企业

１０００ 余家ꎬ用户超 ２ 万人ꎮ

一、建设新人才数字社群服务体系ꎬ以“心中有人”体现融合

发展温度ꎮ 一是突出需求导向ꎮ 践行“城市的核心是人”这一价

值取向ꎬ对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人”进行画像ꎬ打造特色智能制造

新人才圈层ꎬ提供全旅程运营服务ꎮ 根据用户需求ꎬ设置用户个人

“社群码”ꎬ逐步实现一码畅享扫码支付、扫码通行、扫码登记等功

能ꎮ 通过用户数据分析用户行为ꎬ推动服务更精准ꎬ全面提升体验

感便捷度ꎮ 二是做实人才支撑ꎮ 建立“数字津英人才”引育机制ꎬ

实施产教融合工程ꎬ探索政企联合引才育才模式ꎬ开展“线上＋线

下”双线、“技能＋就业”双向培训ꎬ加快引育一批留得下、有产出的

数字化专业人才ꎮ 三是促进普惠共享ꎮ 聚焦企业职工、在地居民

休闲、交友、健身、娱乐需求ꎬ导入在地特色餐饮店、网红店等 ３００

余家ꎬ发放产业人才专属“羊毛券”超 １ 万张ꎬ拓展个体工商户引流

渠道ꎻ开设智跑团、火花社、读书会等 １０ 个线上智友社团ꎬ开发社

群活动一键报名ꎬ常态化开展桌游交友、阅读健身、人才相亲等活

动ꎬ累计举办 ２００ 余场活动ꎬ参与人次超 ７ 万人ꎮ

二、推进惠企政策精准化供给ꎬ以“心中有产”书写融合发展

速度ꎮ 一是打造惠企政策“集成区”ꎮ 依托“津津通”服务平台ꎬ实

现政策文件、政策事项、申报指南、企业服务通讯录等信息集成汇

总ꎮ 定期组织专人深入企业走访ꎬ开展“津英人才”、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金融支撑实体经济等惠企政策集中宣传ꎬ重点解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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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ꎬ形成“惠企政策集成” “线上线下联办”融合服务机制ꎮ

二是推动惠企政策“主动送”ꎮ 优化平台算法ꎬ深度挖掘人才及企

业数据ꎬ建立完善省市区普惠政策数据库、园区企业信息库ꎬ搭建

政策申报数据模型ꎬ通过数据精准画像ꎬ政策精确匹配ꎬ加快实现

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ꎮ 自平台上线以来ꎬ企业库

收集信息 ３ 万多家ꎬ政策库现存申报事项 ８ 大类 ２２１ 项ꎬ累计申报

扶持资金 ２. ２ 亿元ꎬ惠及 ２４００ 余户企业ꎮ 三是搭建政企沟通平

台ꎮ 以产业联盟、行业协会、链属企业为主体ꎬ链接企业、高校、金

融机构ꎬ开通企服商城功能模块ꎬ接入工商财税、知识产权、金融法

律、广告设计等 ３０ 家服务供应商ꎬ提供价优质好的企业服务 ５００

余项ꎻ积极搭建“蓉易见津商茶叙”平台ꎬ累计举办供需对接、政

策扶持、要素保障等主题座谈会 １７ 期、“智创加速”系列活动 ４１

场ꎬ参与企业近 ４００ 家ꎬ解决企业诉求 １００ 余个ꎮ

三、打造数字经济新产业园区ꎬ以“心中有城”展现融合发展

新高度ꎮ 一是打造园区数字地图ꎮ 利用 ３Ｄ 建模等技术ꎬ上线园区

各类企业、生产生活配套等 ４００ 余个点位信息ꎬ运用卡通地图的趣

味新玩法ꎬ以卡通形象模拟园区生产、生活、消费、娱乐等场景ꎬ通

过手机一键打卡园区企业、产业载体、会议室、健身房、咖啡店等各

个地点ꎬ获取简介查询、场地预约、购物消费等线上服务ꎮ 二是打

造元园区———数字孪生元宇宙空间ꎮ 通过“虚拟展示＋虚拟人

物＋视频实时在线沟通”等技术ꎬ以“１＋３＋５＋Ｎ”思路打造“元园区”

虚拟空间ꎬ运用 ３Ｄ 对园区全面建模ꎬ实现会议、招聘、展陈三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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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ꎬ享受培训路演、休闲聊天、园区服务、公司展示、虚拟会议

五大智能服务ꎬ以数字孪生赋能园区运营、园区招商、园区展览、园

区直播、园区社交、人才招聘等 Ｎ 项工作ꎮ 元宇宙空间开放以来ꎬ

举办清华双选会、政策宣讲会等活动 １０ 余场ꎬ帮助企业链接清华

学子 ５００ 余人ꎮ 三是政企协同共建数字经济发展生态ꎮ 统筹管理

园区内基础设施、产业载体、企业、员工等数据ꎬ通过 “人” “业”

“场”三方可视化方式形成园区产业发展一张图ꎬ依托智慧新津数

字中台ꎬ横向打通政务办事、科创通、健康新津、津英人才、智慧公

交等 １０ 个智慧平台ꎬ联合联通、华为等头部企业ꎬ开放数字城市、

数字园区、数字社区等应用场景ꎬ释放城市机会ꎬ开展联合创新ꎬ着

力构建“平台赋能＋场景驱动”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数字经济

发展生态ꎬ推动产业建圈强链ꎮ

(根据成都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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