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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能力的制度和机制

西南大学是北碚的高等学府。北碚，
对科技创新有着强烈的愿望。

近年来，北碚区与西南大学形成一
个共识：在创新驱动发展中，深化校地合
作关系，把学校的科技创新人才、科研成
果等资源集聚到北碚创新驱动发展中
来。

校地双方迅速行动起来，通过组建由
北碚区委、区政府和学校党委、行政领导
等参与的校地合作领导小组，以及具体的
工作班子，在全市率先搞起了以创新驱动
发展为目标的校地合作。

在合作中，学校和地方建立起一系列
合作机制。通过完善的校地合作联席会议

机制，定期召开校地合作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研究推动重大合作事宜。同时，通过出
台《深化校地合作工作的意见》、《支持西
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方案》等，编
制了《北碚区与西南大学合作五年规划》，
使合作有序推动。

“目前，校地双方已在创新、产业发

展、社会事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了全
面合作。”北碚区相关负责人说，合作已收
到了激活学校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促进
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为地方创新发
展解决人才、创新要素不足等难题，探索
出一条新的路子。

合作机制——

合作平台——
围绕创新创业搭建起多方面合作的载体

合作领域——
北碚创新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互动

合作成效——
打造出培养人才创新驱动发展的优良环境和基础

“与西南大学的校地合作，不仅在环
大学创新生态圈内，已延伸到北碚创新发
展、乡村振兴、基础教育、文旅发展等全领
域。”北碚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合作中，西南大学
的专家，通过深入到北碚现代农业产业基
地、相关现代农业园区，指导农业生产及
脱贫攻坚工作。

北碚区依托西南大学的专业团队，编
制了《北碚区花木产业发展规划》等。北碚
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合作，打
造集科研、科普、教学、生产、休闲、观光等
功能为一体的柑桔主题公园。同时，通过
促进柑研所技术成果转化，在校企合作中
选育柑桔新品种，推进良种（柑橘）繁育基

地建设。北碚区借力西南大学科教平台，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农技人员、农业企业
家、扶贫干部等，仅在去年，就完成培训
1800余人次。

基础教育上的合作，是校地合作中的
第二大领域。北碚与西南大学通过合作办
学、品牌输出等，在基础教育上进行了广
泛的合作。如西南大学利用在教育学科上
的优势，帮助北碚复兴小学、江北中学等
强化基础教育，并获得国家基础教育成果
一等奖。

与此同时，西南大学还通过为北碚进
行教育系统干部及教师的专项培训，帮助
北碚区培养更多的名校长、名师；借助教
育高端人才流动站，组织西大导师及人才

流动站学员，赴各地交流访学等。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是第三

大合作领域。西南大学组织学校的专家教
授，与北碚区合作，共同挖掘巴渝文化、抗
战文化、乡建文化等历史人文资源。并推
进《北碚文化丛书》编纂，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建成了梁实秋纪念馆·
雅舍书院，联合举办西大师生艺术作品
展、“作孚杯”模拟导游大赛、缙云山森林
马拉松比赛等活动，促进了北碚文化事业
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卫生健康事业上的合作，是校地合作
中的第四大领域。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
加强了北碚区内的医院与西南大学在医
学教学、硕士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的合

作。在双方共同推动下，重庆市第九人民
医院挂牌西南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
西南大学医学研究院；双方共建卫生经济
协同创新中心，并成功联合申报“智慧医
疗”学科建设项目，助推双方医疗事业向
特色化发展。

科技创新及成果落地上的合作，是第
五大合作的领域。北碚区大数据智能化、
先进制造业等产业，为西南大学的专家和
学生，以及科研成果，提供了展现才能的
舞台；西南大学则通过自身的科技人才和
成果优势，为北碚提供了产业发展的人
才、科技、项目等支撑。

这五大领域的合作，使校地合作在北
碚实现了全领域、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目前，校地合作，已经取得了夯实北
碚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优化学校培养人
才的环境，推动北碚发展的成效。”北碚区
相关负责人说。

——北碚通过加强政策、资金、土地
等方面的支持，使西南大学的产学研及其
成果，在北碚实现落地。

北碚区制定了《北碚区鼓励创新创业
若干政策》，西南大学制定了《西南大学支
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若干实施意见》
等，为西南大学技术产业化预留了足够发
展空间，为西南大学的产学研发展，创造
了好的环境。

同时，通过校地共建北碚区青年志愿
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校青

年分中心、学校青年志愿者队伍与社区结
对共建青少年之家、组织“蓝精灵”等大学
生志愿者队伍，参与民营经济发展活动周
等重大赛会服务。区内单位与西南大学部
分学院签订就业实习合作协议，为大学生
提供实习岗位等，为产学研提供平台。

——北碚区的创新驱动发展获得了
智力支持，夯实了创新发展的基础。

西南大学除将校内的人才资源提供给
北碚的创新发展外，还通过在西南大学校友
会及上海、浙江、四川、广东、英国、澳大利亚
等校友分会，挂牌成立“北碚区政府、西南大
学校友招商引智（资）联络总部及分部”，帮
助北碚引资引智引才；北碚区则通过常态化
接收西南大学教授到区内单位挂职的方式，

增加科技人才。同时，还与市工商联、西南大
学合作，成立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
通过举办中小企业高管培训班，研究民营经
济发展政策、培养优秀民营企业家。

同时，北碚区与西南大学共同举办人
才活动周暨“智汇北碚行动”、“嘉陵创客
杯”创业大赛、“创业英雄汇”重庆站海选等
一大批活动；开展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所长
行活动、创新创业训练营、环西南大学创新
生态圈知识产权运营培训等活动60余场
次。让北碚成为各类型人才的创新创业汇
聚地，也成为西南大学校友们的投资热土。

——地方为学校创造良好办学条件，
打造出人才培养的优良环境。

北碚通过实施校园内外环境品质提

升行动，为西南大学打造良好的教育教学
环境。北碚区对学校周边的原工商局前、
双柏树转盘等9个重要节点绿化景观，进
行了提升；并在学校周边新建起4个邮票
广场，改造校园外绿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
补栽更换花卉30余万株。

2019年，在校地协作下，北碚帮助学
校解决了“校中村”的问题，相关土地全部
交付学校建设使用，彻底解决了困扰区校
十几年的“老大难”问题。

按下科技创新“快进键”，打造校地合
作“升级版”，为北碚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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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激发创新驱动新活力北北碚

创新驱动发展，在
北碚有了一次成功的探
索——校地合作。

北碚区与西南大学
通过搭建校地合作创新
平台，把西南大学的科
技创新资源，与地方创
新驱动发展的需求，有
机地融为一体，在北碚
形成了一股创新驱动发
展的新活力。

在合作中，北碚区
与西南大学，进行了一
系列的探索，收到了可
喜的合作效果。

北碚区第三届“嘉陵创客”创业大赛总决赛 摄/邓公平

朝阳文创大道项目签约仪式 摄/秦廷富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中心 摄/秦廷富

亿达创智广场

西南大学附属医院挂牌

2019年5月6日，环西南大学创新生
态圈正式揭牌。揭牌当日，有58个国内外
科技创新项目、科技企业和创投基金，集
中签约落户创新生态圈。

这是校地共同策划打造的一个校地
合作大平台。是以西南大学周边的天生创
新创业街、大学科技园、亿达创智广场、朝
阳文创大道等“六大工程”为重点，构建出
的“一圈多点、以点带面”的创新生态圈。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的知识产权
运营平台已启动运营。在创新生态圈内，
已建成并运营天生创新创业街（西南大学
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是一个重要的创

新创业平台载体。
这一创新创业载体，整合了学校附近

约2.5万平方米的场地，以现代农业、智慧
教育、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等为方向，由北碚区与西南大学共建
产研院、打造科创街区。

这一平台以“政府+学校+市场”的方
式进行运作。目前，“天生有为”众创空间
揭牌成立，并已引进34个研发机构、26个
服务机构。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创新生态圈
中的又一创新创业载体。大学科技园在校
地合作中，通过提档升级，逐步完善专业

化垂直化的孵化服务体系，建立起知识产
权服务试点工作站，提高企业成长质量。

这一载体内已有入园企业296家。在
合作中，还通过推进“园中园”建设，建立
起北碚区“互联网+”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综
合示范区暨猪八戒网北碚园区、重庆航天
科创中心，形成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主的
创新驱动产业。

朝阳文创大道，是创新生态圈内的第
三大创新创业载体。这一载体整合了朝阳
街道大明社区、新房子社区和文星湾桥头
等0.8平方公里区域的土地和文旅资源，
打造出一条重点发展图书出版、动漫传

媒、文学艺术等产业的文创大道。目前，签
约入驻的文创企业已有20余家。

北碚亿达创智广场是创新生态圈的第
四大载体，这一载体主要聚焦软件及信息
服务、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泛金融、大健
康、服务外包等产业，打造北碚区乃至重庆
重要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亿达创智广场
现已有约20家基本确定意向的客户，包括
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方向。

这一系列的平台建设共同构成了环
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使校地合作有了集
聚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成果等创新驱动发
展的平台和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