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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 加快建设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

全球引才 创新育才 融合聚才 以赛促才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一座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梦想之城，而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面向未来、链接全球的希望所在。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大胆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的引才聚才政策，着力打造聚才“洼地”和用才“高地”。尤其是大力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2021年11月，西部（重庆）科学城获批全市唯一一家“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试点区筹建工作同步启动；2022年5月，《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技能人

才国际合作先导区实施方案》出炉，绘就高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半年多时间过去，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建设蹄疾步稳、勇拓新局，将蓝图转变成路线图、项目表和施工图，在建立政策体系、建设培养基地、实施示范

项目和培育技能赛事四个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向着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特区”目标加速迈进。

完善政策体系 面向全球引才
升级打造国际化技能人才会客厅

今年3月，西部（重庆）科学城
面向全球发布“金凤凰”政策，将高
技能人才纳入“金凤凰”人才服务体
系中，通过“线下+线上”的“一站
式”人才服务政策体系，升级打造国
际化高技能人才会客厅。预计未来
3年将面向全球引才超3万名。

作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新动力源，科学城为更多高
技能人才搭建了施展抱负、建功立
业的舞台，张开了渴才求才、识才用
才的怀抱。

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
凰”来。近年来，重庆高新区持续推
进高技能人才薪酬改革，完善高技
能人才奖励机制，强化职业能力提
升基础建设，优化技能人才培养结
构，为技能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
导区落地建设以来，重庆高新区聚
焦科研类科技人才和技术创新人
才，围绕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人才
需求，面向世界各地引进人才。

截至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
共有技能人才6.7万人，分布在32
个行业、267个职业工种，占就业劳
动者42.2%。高技能人才数量2.6
万人，占技能人才39.7%，高技能人
才占比居全市前列。可以预见，未
来这支技能大军将涌入越来越多具
有国际范儿的高技能人才，成为产
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源、城市发展的
重要助推器。

建立培养基地 搭建交流平台
培养掌握国际一流技术标准的人才队伍

从推动重庆工贸技师学院与泰
国亚洲技术学院、德中教育促进中
心签订人才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到
促使九龙坡职教中心与老挝老德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中国重庆市
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老挝中文+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重庆高新区在国
际化办学方面动作频频，国际人才
培养树起了新的风向标。

目前，重庆高新区辖区范围内
有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1所技
工院校，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
庆市农业学校等4所职业学校，建
有市区级职业培训学校共计45所、
企业培训中心4个，认定13家市区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形成了多形

式、多途径、全方位、立体化的技能
人才培养格局。

依托科学城丰厚的教育、培训
资源，重庆高新区牵头联动国内外
的校企多方主体，建设区内、海外人
才培养基地，探索共建“校企双制、
工学一体”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着
力培养掌握国际一流技术标准的高
技能人才队伍。

比如借助华为国际业务资源及
渠道优势，建立海外人才培养基地，
搭建与国际间高校的交流平台，展
开教育科研的交流互动、提供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国际资源和人才培养
服务。与英国雷丁大学共同成立

“泰克—雷丁ICT创新人才研究中
心”，着力培养一批熟悉管理、精通
业务的复合创新型ICT人才。

2022 年，全区预计还将培养

2000名数字技能人才和2000名新
职业技能人才，建设与认定一批技
能大师工作室。联合国外知名企业
开展企业在岗技能提升和中国特色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联合定制华
为海外 ICT 人才培养标准，培养
1000名国内学生和50名外国学生。

实施示范项目 助推产业升级
产教城深度融合勾勒发展“最优路径”

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落
地西部（重庆）科学城以来，国际化
成了产、教、城深度融合的关键词，
勾勒出产业发展的“最优路径”。

一方面，重庆高新区大力支持
区内院校和海外各大高校联合成立
产教融合联盟，与德国、法国、芬兰
等近30个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
开展长期合作与交流，建设英国威

尔士、澳大利亚海外教师工作站、柬
埔寨职业教育中心、埃塞俄比亚鲁
班工坊。接收来自英国、加拿大、法
国、新加坡、非洲、韩国、东南亚等国
家的留学生开展长短期研修。

另一方面，深挖本土“高”“新”
产业资源，推动职业教育培训学校
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企业形成产教
融合集团（联盟），共建校企职业教
育国际化立交桥、制定国际化“双导
师”教学管理办法、推行国际化校企
人员互聘共赢，从而提升联盟内成
员服务产业、发展产业的能力。

为了加速人工智能与产业融
合，西部（重庆）科学城还引进了“上
汽集团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将为重
庆培养4000名以上人工智能模型
训练师、3000人以上的智能软件开
发队伍，有力助推重庆数字经济发
展。

承办技能赛事 铸造“高新工匠”
建成中西部职业技能竞赛策源地和示范地

5月以来，“高新工匠”典范人
物评选、第二届“高新工匠”杯技能
大赛正火热进行中。与此同时，一
场高规格、高标准的国际高技能人
才交流论坛也在紧张筹备。

评与赛，是高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的重要途径。

重庆高新区力争在现有2个世
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基地的基础
上，再新建一批世赛国家集训基地，
同时全力争取一场国际性技能大赛

赛事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促进
世赛成果转化，建设一支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
争的师资队伍，助力西部（重庆）科
学城打造成为中西部职业技能竞赛
重要举办地、研发地、策源地和示范
地。

纵横正有凌云笔，东风浩荡展
新姿。未来如何打造高技能人才国
际合作先导区，西部(重庆)科学城正
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接下来，科学城将深入实施国
际技能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国际技
能人才标准体系建设、国际技能人
才产业服务效能提升、国际技能人
才关爱服务及国际技能人才影响力
提升行动五大行动，力争在2030年
培养出一支具有全球化视野、掌握
国际一流技术标准、比肩国际领先
水平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建
设作为我市“智能+技能”数字技能
人才培养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到了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的肯定。
相关负责人认为，重庆高新区将具
备国际视野的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相
对接、与创新要素相融合，有效推动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
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跻身世界一
流高科技产业园区，助推重庆向“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技能型社会”
转型。

王小寒 朱朝燕 黄丹
图片由西部（重庆）科学城提供

西部（重庆）科学城对外合作交流中心

当好“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的“排头兵”

两江新区加速迈向智慧之城
作为我国智能产业领域最具

影响力的盛会，智博会已举办5周
年。智博会已成为重庆打造“智
造重镇”建设“智慧名城”的靓丽
名片和展示窗口。

两江新区作为重庆推进改革
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是智博会
系列活动的主要承载地，被市委、
市政府赋予智慧之城的定位。

成渝地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重要起步区、
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双核心区”、中新互联互
通国际超算中心、礼嘉悦来智慧
园、寸滩国际新城建设加速推进
……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下，两江
新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及全域一体化智慧应用示范，
在重庆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
名城”中当好“排头兵”。

智能制造按下“快进键”

生产一台挖掘机，需要多久？
17分钟！

在三一重工西南地区首个“灯塔
工厂”，713台机器人上下挥舞机械
臂。依托MOM系统、中控系统、数
字孪生、设备互联等数字化模块，一名
技术工人凭借一台电脑，就可以实现

“一张钢板进去，一台挖机出来”。
生产一辆汽车，需要多久？18

个小时！
在长安汽车两江工厂，96%的

设备都实现了联网。冲压线上，国
内最先进的高速全自动冲压机以每
分钟15次的节奏不停运转；焊接车
间蓝光自动检测、激光在线检测把
焊接精度控制在1.5毫米以内；涂装
车间除了108台机器人以外，还采
用了镜像车间智能技术……

如今，这样的智慧生产场景在
两江新区已属常态。

79个数字化车间、22个智能化
工厂、337个智能化改造项目、高技

术制造业产值增长21.8%。
两江新区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出台《两江新区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和“工业技
改”专项政策，“数字化”“绿色”“低
碳”等“智能因子”源源不断注入两
江新区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成为两江新
区产业发展的底色。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带来的生产
质量、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优化，带
动整条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同步提
升。

数据显示，两江新区汽车产业
上半年完成产值731.1 亿元，增长
14.9%；新能源汽车产量6.9万辆，增
长3.7倍，占全市的49.6%；智能网联

渗透率达到了35%，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17个百分点。

两江新区电子信息产业上半年
完成产值1097.5亿元、增长5.1%，

“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
三大集群发力，“芯屏器核网”全产
业链加速完善。

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

借助智博会的资源集聚和窗口
效应，两江新区线上业态、线上服
务、线上管理井喷式发展，“云联数
算用”全要素群加快构建。

两江新区拥有西部地区最完备
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四节
点一通道两中心”，即国家互联网直
联点、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

级节点、星火·链网超级节点、F根镜
像节点、中新专用数据通道、中新国
际超算中心和两江新区云计算数据
中心，为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构
筑了坚实的底座。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5栋
二楼，工业互联网标识运行监测平
台大屏上，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和
广州五大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顶级节点不停跳跃。其中，重庆节
点上一条条飞出的线条连接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省区市，旁
边的数据显示标识注册量已突破
125亿个。

作为吉利工业互联网全球总
部，广域铭岛打造的际嘉（Geega）
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了国家级跨行
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其赋能

百矿集团铝产业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转型，帮助企业每年降低能耗成本
10%，综合管理效率提升25%，人员
效率提升23%。

梧桐车联为长安汽车旗下的
UNI-T、CS75 PLUS、CS55 PLUS
等车型提供的TINNOVE系统，率
先拥有以“微信车载版”为代表的明
星车端应用、以“全双工语音”为代
表的前沿交互能力，成为市场关注
焦点。

冲程科技聚焦现代农业，持续
发挥在山地丘陵智慧农业的产品研
发、解决方案、交付落地等方面优
势，已经在酉阳、云阳、九龙坡等多
个区县完成智慧农业项目交付。

全国音频行业的头部企业猫耳
FM集原创IP孵化、有声作品制作
及播出、声音人才培养、IP项目运营
于一体，在中文广播剧市场占有量
稳居全国第一位。

两江新区礼嘉悦来智慧园、两
江协同创新区、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三大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平台集聚
数字经济活跃市场主体8000家、高
新技术企业608家、“专精特新”企
业261家、国内外一流大院大所49
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全市1/3。

这一成绩是两江新区建设重庆
智慧之城的生动注脚。

智慧之城跑出“加速度”

围绕“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
大数据智能化的广泛应用让两江新
区高品质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人脸识别进出小区门，3秒即可
刷脸回家；在公共休闲区散步，可连
接小区蓝牙音响播放美妙音乐；通
过智能APP就能迅速联系物管人
员，解决生活问题……

在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已建成
智慧书屋、智能药柜、智慧小区、智
慧学校、24小时智慧便民服务中心
等115个应用场景。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已累计培

育重庆市“智慧小区”61个，总建筑
面积900多万平方米。

依托“两江城市大脑”，两江新
区以全域一体化智慧应用示范为目
标，加快数字技术向疫情防控、经济
运行、建设管理、交通运行、民生服
务等领域纵深推进，让城市成为可
感知、会思考、有温度的“智慧生命
体”。

智慧政务方面，两江新区审批
事项“网上办”达95%，设置智能化
窗口369个，1029项政务服务事项
均可“一站式”办理。

智慧医疗方面，7家互联网医院
已服务线上患者52.79万人次，五星
好评率达99.3%，满意度达99.8%。

智慧教育方面，高规格全领域
推进智慧教育工作，成功创建国家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基地、国家5G教育应用试
点项目基地。

智慧城管方面，两江新区智慧
城管示范工程涉及市政、园林、交
通、水利、林业、环卫6个职能板块
27项“黑科技”。

交通方面，重庆（两江新区）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累计完成城市道
路网联化升级约400公里、改造路
口231个，车路协同示范线路实现6
大场景、29大功能……

今年智博会，在悦来国博中心
S8馆，两江新区打造了工业互联网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将首次集中
展示五大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三大典型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场
景。

在礼嘉智慧公园，两江新区建
设了“时光缆车”项目，这是具有重
庆山城特色的地面“轨道式缆车”，
上下高差达120米。时光缆车与嘉
陵江、金海湾公园、智慧公园、礼嘉
渡口融为一体，形成环形游览动线，
可观赏“江、山、桥、园、渡”的景观，
将成为“两江四岸”的一处靓丽风景
线。

谢力 张廉

礼嘉智慧公园 摄/章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