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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67%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8.61%，提前实现“普及”目标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提升至97.5%

高等教育

目前，我市高等教育学校75所

在校（学）生130.91万人

十年增加了45.91万人

职业教育

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31个，
共建职教园区16个、国家级
示范性职教集团11个

“1+X”证书制度试点稳
步推进，约18万学
生参与试点，双证
获取率达到87%

2021 年，全市
中职、高职毕业生
就 业 率 分 别 达 到
96.4%、95.11%

(全市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
91.01%

普惠率
93.15%

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54.45%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超过600亿元

较2017年增长65.6%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6%

增加0.34个百分点

全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21件

较2017年增加5.96件

全市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量超过20万人

较2017年翻一倍

我市科技进步贡献率59.5%

较2017年提高6.6个百分点

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分别突破4万家、5000家

科研

2021年

65.6%

截至目前

文化旅游

2017年到2021年

我市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

世界自然遗产3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4处

国家5A级景区11个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5个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3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9人

全市公共文化馆、图书馆达国家一级馆率分别
为95%、83.3%，居西部第一

全市旅游产业增加值从726.21亿元增长到
1076.09亿元

其中 2017 年到 2019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6.1%，2021年比2020年增长9.9%。

重庆游客接待量按照城市排位居全国第二位

按省（市）排位居全国第五位

截至目前

2021年

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委党委书记、
主任刘旗表示，我市将大力实施文艺作品
质量提升工程，构建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加快把我市建
设成为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实施提升工程，打造文艺
精品力作

刘旗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文
艺工作聚焦主题主线，深化体制改革，激
发创新活力，狠抓舞台艺术精品创作，获
得全国性重点奖项100多项。

特别是今年，我市连续获得“文华大
奖”“群星奖”“牡丹奖”“金声奖”等大奖，
文艺的“百花园”生机勃勃、百花齐放。

“接下来，我市将以创作为核心任务、
以演出为中心环节，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打造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全市改革发展提
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
推动力。”刘旗说。

在文艺创作和演出方面，大力实施文
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抓好重点剧目的创
排、打磨和复排工作，推出更多体现时代

特征、中国气派、重庆韵味的精品力作；建
立健全剧场供应机制，制定推出鼓励文旅
融合驻场演出的政策措施等。

在国有院团改革方面，以演出为中
心环节，以艺德艺风建设为重点，建立健
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艺院团创作生产
体制机制；坚持“分类指导、一团一策”，
推动市级文艺院团“破瓶颈、保基本、减
负担”，激发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改革，努
力打造示范性、导向性、引领性新时代文
艺院团。

在激励和保障机制方面，设立市级文
艺院团舞台艺术精品创作专项资金，进一
步加大对艺术精品创作生产的扶持和投
入力度；加快薪酬制度改革，完善艺术人
才激励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文化服务
等模式，不断提升文艺创作和演出的质量
水平。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构建
高质量体系

刘旗称，近年来，我市覆盖城乡的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成，呈现出整
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良好发展
态势。

截至目前，全市有世界文化遗产1
处，世界自然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64处，国家5A级景区11个。全
市公共文化馆、图书馆达国家一级馆率分
别为95%、83.3%，居西部第一。

接下来，我市将全面加强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高质量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加快重庆图书馆分馆等市级重大文
化公共设施建设，推进长征、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抓好“红色三
岩”等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打造一
批体现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人文地
标。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加快
公共文化网络平台建设，完善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库，全面推进“智慧广电＋公共服
务”建设。

持续开展“重庆读书月”“书香重庆”
等品牌读书活动，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
及和群众文艺创作活动，提高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服务
效能。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打造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将围绕建
设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
标，自信自强、踔厉奋发，进一步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刘旗称。

我市将围绕“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布
局，持续打造“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旅
游发展升级版；促进红色旅游、游轮旅游、
温泉旅游等产业持续发展；推动全域旅游
示范区、旅游休闲街区等创建；持续打造

“重庆好礼”旅游商品（文创产品）品牌；依
托世界旅游联盟、澜湄旅游城市合作等，
开展文旅交流合作。

培育“成渝地·巴蜀情”区域文化旅
游品牌，持续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创新文旅融合推广模式，提升重庆文
旅整体品牌形象；聚合“两江四岸”演艺
资源，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长嘉汇演艺
集聚区。

以主客共享、近悦远来为路径，不断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旅游厕所提
档升级；加快建设旅游枢纽城市，提升旅
游交通服务水平，打造西部旅游集散中
心。

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重庆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加快发展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10月18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举行“学习二

十大 书写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市教
委、市科技局、市文化旅游委主要负责人通报介绍了相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在发布会上，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
教委主任黄政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市大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开
启了扎根巴渝大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市、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历史
新征程，我市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67%，整体实现县域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据黄政介绍，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幼有所育、
学有优教的历史性重点突破，城乡教育面
貌正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

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1.01%、普
惠率 93.15%、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4.45%。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67%，
整体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8.61%，提
前实现“普及”目标。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入学率提升至97.5%。

基础教育财政保障力度空前加大，
2021年增加至863.4 亿元，较五年前增
长44.36%。累计投入100亿元，助力乡

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
件改善和扩大城镇学校学位供给，义务
教育、普通高中超大班额全面消除。中
小学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
80%以上。

基础教育专任教师达到32.4万人，其
中15.5万名教师扎根乡村学校从教20年
以上。

高等教育学校达到 75
所, 在校（学）生十年增加
45.91万人

“近年来，高等教育结构优起来了。”
黄政说，目前，我市高等教育学校75所，
在校（学）生 130.91 万人，十年增加了
45.91万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8%，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翻了一倍多。全市
普通高等学校70所，十年增加了11所；普
通本专科在校（学）生100.27万人，十年增
加了43.5万人，增幅达到76.6%。

在高等教育实力方面，大力推进“双
一流”建设，5个学科进入新一轮的一流学
科建设名单；大力实施本科“双万计划”，
入选国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302个，
国家级本科一流课程85门；深入实施“双

高计划”，10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
划”建设单位。

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方面，以“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统领高
等教育改革，累计投入资金10亿余元，立
项建设13所市级高水平“四新”建设高
校、58个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市级新型学院和基地，累计获批8个国家
级新型学院和基地。

在高等教育服务发展水平方面，近三
年，围绕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急需人才，
增设了116个本科专业，撤销25个本科专
业。投入4300万元立项建设43个大数
据智能化有关的专业。助力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市高校建成
产学研合作机构和联盟261个，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1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3个。

职业教育专业对接支柱
产业率达到86%以上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基本形成了普职协调发展、中高职
有机衔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人
才培养链和产业需求链对接的职教发展
格局。

黄政介绍，全市职业院校总数达到
214 所，在校生规模达到 98.1 万人、比
2017年增长近30万人。建成国家示范
中职学校30所，国家优质、骨干、示范高
职院校 11所，10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

“双高计划”，数量居全国第6位、西部第
1位。

在体系建设方面，我市构建了中职、
高职和职教本科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统筹实施中职与高职、高职与
本科贯通培养试点，职业院校升学比例
不断上升。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1+
2+4+N”的职业院校空间布局，职业教
育服务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专
业结构上，不断完善专业随产业动态调
整机制，专业对接支柱产业率达到86%
以上。

黄政特别提到，在完成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制度试验区建设后，整市成为部市共
建技能型社会试点城市，这是市政府和教
育部部市共建技能型社会试点城市。

黄政表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全市教育系统重大政治
任务贯穿始终，有力推动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
教育特色多样发展、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发展
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
人才支撑。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8.61% 提前实现“普及”目标

发布会上，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
明炬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近五年来，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
机遇，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取得积极进展，综合科技创新指
数位居全国第7位。

2021年全市研发经费投
入超过600亿元、较2017年
增长65.6%

明炬介绍，2021年，全市研发经费投
入超过600亿元、较2017年增长65.6%。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6%、增加0.34个百
分点，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21件、
较2017年增加5.96件，R&D（研究与试
验发展）人员总量超过20万人、较2017
年翻了一倍。

在科技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市
科技进步贡献率59.5%、较2017年提高
6.6个百分点。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分别突破4万家、5000家。16个高新
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40%以上。

在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方面，
我市高标准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
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引

进建设新型研发机构65家，以金凤实验
室为代表的“重庆实验室”正在加快建
设。

在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方面，我市获批
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新增
布局国家科技创新基地8个，全市累计建
成国家科技创新基地32个。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我市相继修订
实施了《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地
方法规，出台了“财政金融政策30条”“成
果转化24条”等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文
件，增强了科技人员的获得感。

在川渝协同创新方面，川渝两地共建
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9个，联合实施科
研项目达到45个，共享科研仪器设备已
将近万台（套）。

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
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

明炬表示，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让科技创新

“关键变量”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

一是着力提升全域科技创新能力。
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提质发展西部
（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深化市区科技协作，打造

“一区一平台”，形成“一区一特色”，构建
形成全市创新版图。

二是着力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培育科技型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专
项，促进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对接。

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重点打造金凤产业园等科技服务集聚区，
完善“科研开发+样品试制+小试中试+创
业孵化+示范推广+产业化”全链条创新
服务体系。

四是着力扩大科技交流合作。深入
推进川渝协同，谋划建设“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交流中心，举
办“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扩大科技创
新的影响力。

五是着力深化科技改革。深化科技
平台、科研项目、科研院所等改革，完善科
技绩效奖励等相关政策举措，实施科技服
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科普能力提
升计划，营造更加浓厚、更富活力的科技
创新氛围。

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引
进建设高端研发平台312个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
体。目前，科学城已启动建设全市首
个大科学装置，引进建设华大时空组
学中心、渝粤病理科学研究中心、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北京大学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高
端研发平台 312 个，汇聚“两院”院士
30多名和高水平人才 1500 余名，引育
科技型企业近 1400 家，全市科技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
显。

明炬表示，下一步将以深化推进科学
城和大学城融合发展为重点，坚持共建、
互促、双赢，让科学城和大学城相互赋能、
一起精彩，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
城”。

具体而言，支持科学城集聚创新
资源，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平台和大科
学装置，集聚国内外优秀创新团队；加
快国家实验室重庆基地的布局，推动
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科学城落地，把金
凤实验室打造成为“重庆实验室”的样
板，引导更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
平台入驻科学城；加快建设金凤未来
科创园，集聚全社会创新要素和资源，
打造科技成果集聚区、科技经济发展
高地。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指数位居全国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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