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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按下“加速键”

密林漫步、清溪幽亭、天然氧吧……
这是完成景观升级的西城公园。“每天晚
上下班后，都会沿着这里跑一圈。”酷爱
跑步的市民张莉非常享受在这里的时
光。

为让西部（重庆）科学城成为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
积极融入重庆主城都市区建设，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
能，促进产城景深度融合，增加优质公
共服务供给。

截至目前，重庆高新区直管园范围

内共有38个公园，面积约1197公顷。
其中，综合公园3个，专类公园10个，社
区公园12个，街头游园13个。

步行 300 米可见绿，500 米可赏
花，碧水与绿荫相映。如今，绿色生态
的生活方式体现在高新区的每一个角
落，重庆高新区的颜值也不断被刷新，
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宜居之
地。

今年，重庆高新区率先启动重庆科
学城第一中学等7所公办中小学新校建
设和1所扩建学校工程，计划2021年9

月陆续投入使用，中小学共增加学位约
2.5万个，为切实解决教育民生问题提
供坚实保障。

同时，为建设更加完善、系统、规范
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庆高新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虎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白市驿镇卫生院迁建等建设项目
已相继立项，科学城又有3所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将要开建。

今年，重庆高新区还将加快建设数
字文化云平台，建成一批24小时城市
书房，加快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公共设

施和社会文体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文化
体育惠民。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重庆高新区将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建设
西部（重庆）科学城，推进主城都市区
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中展现大担当、实现新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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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正式对直管园依法开展预算管理活动，
并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

半年来，重庆高新区紧盯全市优势
产业领域，加强产业项目对接，强化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推动电子信息等支柱
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月，重庆高新区与浪潮集团完成
项目签约，浪潮集团西部运营总部落
地重庆高新区后，其本地业务的签约、
结算将全部在重庆完成。4月，重庆高
新区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中
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签约,
双方将联手共建信创产业高地。5月，
重庆高新区与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平安建投将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打造“大健康产业
园”……

除了以项目为抓手，为帮助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扶持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重庆高新区还多措并举打出金融组合
拳，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积极支持企业
健康发展，赋能科学城建设。总规模
5000万元的创业种子基金、总规模300
亿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支发展

基金、重庆科技成果股权投资基金……
重庆高新区正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策略，
强势助力科学城建设。

而这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开启了重
庆高新区加快5G、大数据中心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序章，加速了全球顶级智
慧产业汇聚，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和产
业转型升级，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夯实了底子。

众多产业大咖落子重庆高新区，
不仅是企业战略性与前瞻性的具体
体现，也是企业对西部（重庆）科学城
营商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认可。

“重庆高新区利用多种金融手段
为企业‘造血’‘输血’、打通‘血脉’，
我们也将以‘满血复活’的状态来积
极回应。”重庆兴渝股份负责人谢方
奎谈及重庆高新区扶持中小企业走
出困境的举措时，竖起了大拇指。他

刚获得授信审批额度850万元，解了
融资的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从监管、
贸易、金融、人才等多领域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为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重庆高新区发布了MAH（上市许可
人制度）专项基金，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分 3 期出资，主要投向优质药
品临床批件、药品生产批件等生物医

药项目，并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孵化项
目，最终实现产业化。今年 3 月，重
庆亦度疫苗研发中心及产业化基地
项目在该基金的支持下实现了快速
落地。

疫情期间，面对防疫、缺工双重压
力，一群高新人驻扎企业生产一线一
个多月，为企业排忧解难、提质增量。

正是重庆高新区从上至下，用一
股“店小二”的精神真心服务，才让诸

多头部企业、重大项目在西部（重庆）
科学城这块热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同时，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重庆高新区对标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深化

“放管服”改革，构建规范高效的行
政审批机制，实现“高新区事高新区
办”。目前，重庆高新区相关工程建
设项目流程审批时间较全市规定的
办结时间平均优化50%。

科学城是“金篮子”，需要充分的
“高”“新”要素来支撑。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充分发挥重
庆大学城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人才智
力密集的优势，加强产学研互动，推进
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创
新生态，加快构建科创版图。

在重庆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
内，众多高校聚集、“发酵”——重庆大学产

业技术研究院，内含研发中心、孵化中心、
产研院总部，其中孵化办公区未来能够容
纳数十个不同的研发团队入驻，一期项目
已于去年11月开工建设。

重庆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多家高校、院
所和企业，共同成立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旨在解决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
子”关键数学问题，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高层次数学创新人才。

今年3月，重庆科学城校地联席会
议制度正式获批，这意味着高校资源优
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市级部门、重
庆高新区、高校加强资源整合和工作联
动，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此举将大幅
提高重庆高新区整体科研创新实力，助
力高校和大学城成为西部（重庆）科学
城创新创业动力源。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中，重庆

高新区一贯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在
重庆高新区直管园范围内，目前已建立
13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栽植梧桐树，引来凤凰栖。创新
发展平台的搭建，顶尖人才的到来，不
断增强的协同创新能力，正为重庆高
新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着极大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为高标准建设西
部（重庆）科学城提供着发展动能。

6月，随着华岩隧道西延伸段主线
通车，重庆高新区按下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快进键”。

备受瞩目的重点项目——成渝中
线高铁和渝西高铁将于年内开建。值
得一提的是，成渝中线高铁在规划的站

点中就包括市民们翘首以盼的科学城
站。未来，成渝两地高新区之间的交通
时间将缩短至40分钟以内，人员流动、
资源联动、产业互动将更加顺畅便捷。

重庆高新区还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大力推进主城都市区道路交通建设，

今年已启动实施9条干线公路改造，预
计2020年12月全部完工。

这些道路改造完成以后，将进一步
打通科学城“毛细血管”，提高道路通行
能力，区域路网将更加畅通。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加快策划

实施科学大道等区域互联互通交通设
施，提速启动金凤隧道、大学城复线隧
道等西向通道项目，加快罗家院立交、
西永换乘枢纽配套道路等重点交通项
目建设，提速西部（重庆）科学城交通
建设。

打造“创新引擎” 为科学城建设增添新动能

“小政府、大服务” 优良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护航

集聚科技资源 营造科学城聚才引智浓厚氛围

互联互通 科学城交通建设提速推进

促进产城景深度融合 让科学城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6月15日，由鲲鹏计算产业生

态重庆中心牵头筹建的重庆市鲲

鹏计算产业联盟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正式成立。该联盟集聚了40

余家知名校企单位，未来3年会员

企业将达300家以上，将有力推动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助

力重庆成为中国计算产业新高地。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

作部署，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大战略机遇，集聚科技资

源，深化改革创新，按下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加速键”。

西部（重庆）科学城

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

国家质检基地

华岩隧道西延伸段主线通车

精准生物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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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科技资源 深化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