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企协同 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创新服务模式打造民营经济“成都样本”

成 都 市 中 小 企 业 协 会 与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的 成 功 ，源 于 其“ 顶 天 立 地 ”的 战
略思维——既紧扣国家政策，又扎根企
业 需 求 。“ 聚 焦 政 企 联 通 互 动 、聚 焦 企
业服务升级、强化社会组织赋能”三个
聚 焦 的 工 作 推 进 表 明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需 以 全 生 命 周 期 视 角 构 建 生 态 ，以 数
字 化 手 段 突 破 资 源 瓶 颈 ，以 政 企 协 同
激活市场活力。这一模式不仅为成渝
双 城 经 济 圈 注 入 动 能 ，更 为 全 国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了 可 复 制 、可 推
广的“成都方案”。

结语

全国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创新的“成都基因”

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成都市双流区人大代表苏非成都市双流区人大代表苏非

2 月 17 日，国家领导人在民营经济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党 和 国 家 对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的 基 本 方 针 政 策 ，已 经 纳 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体 系 ，将 一 以 贯 之
坚持和落实。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
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在“十四五”规划与成渝双城经济
圈 建 设 的 战 略 背 景 下 ，成 都 市 中 小 企
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及其运营的
成 都 市 中 小 企 业 综 合 服 务 平 台（以 下
简称“平台”）以“政府抓手、企业帮手、
营商环境推手”为定位，构建起覆盖中
小 企 业 全 生 命 周 期 的 服 务 体 系 ，成 为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公 共 服 务 示 范 的 标 杆 。
通 过 数 字 化 赋 能 、政 策 协 同 、生 态 共
建，平台不仅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更以
创新模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政策东风为支点以政策东风为支点，，搭搭
建政企协同新生态建政企协同新生态

协 会 自 2012 年 成 立 以 来 ，始 终 紧
扣 国 家 战 略 ，将“ 服 务 中 小 企 业 ”的 初
心与政策导向深度融合。成都市中小
企业协会会长、成都市双流区人大代表
苏非提出：“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是打
通 政 府 与 企 业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既 要
成 为 政 策 的 放 大 器 ，也 要 成 为 企 业 需

求的收集器。”
一是政策落地的“转化器”。依托

“十六大平台、三大中心、九大系统”管
理 体 系 ，平 台 将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策 转 化
为 可 操 作 的 77 项 服 务 清 单 ，涵 盖 政 策
申 报 、融 资 对 接 、法 律 咨 询 等 16 个 大
类 。 另外，协会建立的 成 都 市 青 羊 区

“ 蓉 易 贷 ”金 融 服 务 中 心 ，截 至 2024 年
底 合 作 银 行 近 30 家 ，建 立 30 个“ 蓉 易
贷”工作站点，已覆盖全区 12 个街道，2
个 产 业 功 能 区 ，累 计 获 贷 16706 笔 ，贷
款 130 亿元，平均贷款利率 3.88%，低于
成都市平均贷款利率。

二是区域协同的“连接者”。协会
主办的“中国·西部中小企业发展论坛”

（现更名为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已
连续举办十一届，联动云、贵、川、渝等
西部省市，覆盖全国各城市，共同推动
跨区域资源整合，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2024 年西部论坛以“以进促稳 向

‘新’而行——助推中小企业特色集群
发展”为主题，更秉持国际化理念，来自
法国、塞浦路斯、爱尔兰、罗马尼亚、芬
兰、葡萄牙、比利时、丹麦及荷兰等 9 个
欧洲国家的欧盟企业代表团参会，以现
场推介、洽谈交流等方式，共同展望中
欧经贸深度融合新格局。

三是营商环境的“推手”。平台通
过“服务专班+服务专员”制度，实现企
业诉求“一站式响应”。双流区中小企

业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积 极 推 动“ 立 园 满
园 ”，坚 定 不 移 把 园 区 作 为 经 济 发 展

“主战场”，整合各类资源，发挥广连接
强 链 接 作 用 ，让 产 业 上 下 游 潜 在 伙 伴
通 过 交 流 对 接 ，达 成 深 度 合 作 。 高 新
区肖家河街道企业服务工作站即是典
型案例，其“以服促商、以策优商”理念，
形成“中心站+园区站”线下服务网络，
覆盖辖区 2000 余家企业，其中 2024 全年
引进 47 家企业主体，市外资金引进 1700
万元，线上线下咨询对接服务约 732 次，
收 集 企 业 诉 求 1139 条 ，助 力 83 家 企 业
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协助受理科
技人才政策申报项目 75 份。

从初创到转型的从初创到转型的““陪伴陪伴
式赋能式赋能””

一是初创期，降成本、解难题。针
对初创企业，平台提供工商注册、创业
辅导、低息贷款等支持。

二是成长期，强管理、拓市场。通
过 成 都 市 中 小 企 业 协 会 、成 都 市 中 小
企 业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强 大 的 整 合 能 力 ，
聚集专家资源，开展线上线下“精品沙
龙”“专精特新阶梯培育”等培训，年均
覆盖超 5000 人次。

三是成熟期，促转型、链资源。针
对 成 熟 企 业 ，平 台 推 动 数 字 化 转 型 与
产业链协同。成都市中小企业数字服
务 平 台 于 2023 年 10 月 正 式 上 线 使 用 ，
从 政 策 端 口 、创 新 端 口 、人 才 端 口 、企
服端口、信息端口，来完成从政府到企
业 、平 台 到 企 业 的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智
能化全维升级。

四 是 转 型期，防风险、谋创新。作
为招商引资的通道，营商环境的展示平
台，西部论坛与慈善年会每年吸引大量
的专家、企业家等，构建了极具影响力
的企业家交流平台，并引入智库资源为
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其后再通过“非哥
下 午 茶 ”“ 周 五 回 家 聚 ”等 日 常 品 牌 活
动，精准触达，交流经验，头脑风暴，为
各个企业家开拓思路，防风险谋创新。

目前，平台已服务国家级、省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 205 户；开展专
精 特 新 公 益 培 训 活 动 72 场 ，点 对 点 培
训 84 场，对接创新成果转化 6 项、对接
高 等 院 校 、科 研 院 所 等 合 作 项 目 4 项 ；

更帮助企业对接获得融资贷款额度省
级 19626.8 万，国家级 112600 万；提出管
理咨询诊断解决方案数省级 713 项，国
家级 183 项；帮助企业获得订单额度省
级 1567 万，国家级 1200 万。

数字化赋能数字化赋能：：探索促进中探索促进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

平台不断改革创新，从传统线下服
务 到 智 能 线 上 转 变 ，以 数 字 化 变 革 思
维，创新打造“成都市中小企业数字服
务平台”，努力探索自我数字化转型和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长 效 机
制”。

平 台 目 前 已 集 合 全 口 径 政 策 查 询
智 能 推 送 系 统 、多 政 策 口 径 企 业 研 发
费 管 理 系 统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高 质 量
发展赋能平台、人才管理系统、研发立
项 文 书 数 智 平 台 、企 业 职 工 培 训 教 育
平台、可视化全景地图、产业链招商系
统等数字化工具。

2024 年通过以上系统，分析企业申
报 数 据 ，为 近 1000 家 优 质 企 业 出 具 政
策 匹 配 报 告 ，帮 助 企 业 做 好 专 精 特 新
培育孵化工作。

成效与启示成效与启示：：民营经济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成都样本成都样本””

政企协同，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
运营，避免“一刀切”政策。生态共建，
整合协会、高校、企业资源，形成“服务
链 +产 业 链 ”双 生 态 。 数 字 先 行 ，以 低
成 本 数 字 化 工 具 普 惠 中 小 企 业 ，破 解

“不敢转、不会转”难题。
2024 年西部大会，邀请市级、区级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以 及 来 自 十 多 个 省
市 的 商 协 会 会 长 、秘 书 长 和 1000 余 名
企 业 家 代 表 出 席 活 动 ，成 都 经 开 区 在
大会期间吸引了 10 余个重点产业链中
小企业项目落地。

2024 年慈善年会，邀请机关、各企
（事）业 单 位 、爱 心 企 业 、公 益 机 构 、社
会 爱 心 人 士 及 媒 体 等 600 余 人 出 席 此
次 年 会 ，通 过 大 使 推 广 、举 牌 捐 赠 、慈
善拍卖等共筹集慈善资金 276.5 万元。

截 至 2024 年 ，平 台 累 计 服 务 企 业

超 10 万家，促成融资超 130 亿元，服务
“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近 300 家 。 平 台 首 创
“ 企 业 全 生 命 周 期 服 务 模 式 ”，相 继 与
青 羊 区 、双 流 区 、高 新 区 、龙 泉 驿 区 各
街 道 办 建 立 服 务 合 作 关 系 ，共 服 务 39
家街道及产业园区，本年度在青羊、双
流、高新、龙泉驿区共完成招引新增企
业 749 家。

未来展望未来展望：：从从““成都实成都实
践践””到到““全国示范全国示范””

苏非提出，未来协会将从“成都实
践 ”到“ 全 国 示 范 ”，主 要 围 绕“ 三 个 聚
焦”推进工作：

一是强化政企联通：构建“政社企
联 通 平 台 ”，通 过 宣 讲 会 、线 上 专 栏 等
实现政策闭环管理，提升触达率；设立

“12345 亲情在线”企业服务站，快速响
应企业需求，促进政策优化。

二 是 升 级 企 业 服 务 ：合 作 专 业 机
构，运用 AI、大数据搭建数字化服务平
台，整合法律、金融等资源，提供全生命
周期服务；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
划，共建技术转化平台，助力产业升级。

三是赋能社会组织：发起“蓉社共
建 ”行 动 ，搭 建 跨 行 业 交 流 平 台 ；强 化
社会组织能力，通过培训、交流提升服
务 ；实 施“ 立 园 满 园 ”行 动 ，设“ 企 业 服
务 站 ”，构 建 五 级 联 动 机 制 ，确 保 企 业
诉求高效解决。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的传统产品也在经历着
深刻的变革。云胜号茶业作为民族品牌的佼佼者，正在通
过整合上下游的资源，优化产品链布局以及积极的技术创
新和模式创新，重塑中国茶叶的价值。

云胜号茶人深知，一杯品质好茶的诞生离不开原产地
原料的精心挑选和生产线的数智赋能。因此，云胜号茶业
在原产地建设了标准化的生态工厂，从而实现了以茶园到
茶杯的全链条管理。

公司产品：布朗孔雀、五星孔雀、布朗老白茶、班章乔
木、新会生态小青柑、陈皮老白茶，在广州国际茶博会荣获
特等金奖、金奖、银奖、优质奖等。生产的茶叶品质获得行
业内广大专业客户的认可，公司生产的一些小罐茶等快销
品也获得行业内广大年轻饮家的追捧。

以园赋能，以茶兴农。在国家的战略下，共建一带一

路，以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向全世界、全社会推广茶文化，把源
头生态好茶带给大家，这就是云胜号茶人的共同梦想。

以文化赋能品牌引领
推动茶叶全产业链发展
——记云南勐海云胜号茶业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官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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