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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保护
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要讲话精神情况；

2.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各项纾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
3.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等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4.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部署以及落实市委有关会议具体安
排情况。

5.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劳
工、获取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解决商业纠纷、促进市场
竞争、办理破产10个专项政策的完善优化、宣传推介、落实落
地等情况；

6.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推行“一窗综办”“一网通办”，优化审批流程和服务方
式，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等情况。

7.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
产权和自主经营权等情况；

8.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新时代重庆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部署安排，主动服务企业、为企业纾困解难，
以及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情况；

9.简化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方式，规范政
务服务言行举止情况。

10.故意刁难市场主体，违规设置门槛、搞政策歧
视、选择性执法，违规对企业进行乱检查、乱罚款，未经
法定程序随意查封、扣留、冻结企业资产；

11.利用服务市场主体职务便利，收受礼品礼金和
贿赂，索取和接受企业宴请、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投资
入股非上市公司（企业），借贷放贷；

12.强行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强
迫企业出赞助、搞捐赠、入协会；

13.违规插手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搞权钱交易、商
业贿赂，利用中介机构设租寻租，破坏市场秩序等问题。

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坚决查纠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
实差、“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聚焦我市世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
估、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等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坚决查纠庸懒散拖、暗箱操作、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

聚焦服务保障市场主体各项政策、
工作部署落实，坚决查纠麻痹松懈、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脸好看、门好进、事
难办”“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

聚焦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坚
决查纠任性用权、吃拿卡要等破坏市场
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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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日前，市
纪委监委印发《关于专项整治损害营商环
境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方案》（简称《方
案》），明确将损害营商环境的4个方面13
类事项作为整治任务清单。

这4方面包括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坚决查纠表态多调门高、行动
少落实差、“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聚焦我市世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营商
环境创新试点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坚决
查纠庸懒散拖、暗箱操作、“玻璃门”“弹簧
门”“旋转门”等问题；聚焦服务保障市场主
体各项政策、工作部署落实，坚决查纠麻痹
松懈、敷衍塞责、推诿扯皮、“脸好看、门好
进、事难办”“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聚焦
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坚决查纠任性用
权、吃拿卡要等破坏市场秩序问题。

13类事项包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重要讲话精神情况；减税降费、减租降
息等各项纾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等。

制定《方案》前，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要求，
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区县、企业
走访，听取基层呼声；召开部分区县纪委监
委、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调研座谈
会，交流经验做法，分析问题症结，研究工
作思路。明确将整治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
和腐败问题作为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
障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行动，以强有力的
监督助推重庆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

此外，市纪委监委对近三年查处的损
害营商环境问题进行专项分析，查找出执
法监管乱作为、审批服务不作为慢作为、落
实政策措施不到位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
问题表现。此前查处的市住建委质监总站
市政二科原科长龚某“吃拿卡要”案件，其
利用工程质量检测的职务便利，长期出入
工地收受红包，令企业苦不堪扰。“这类‘见
缝插针’‘吃拿卡要’行为的危害性不容小
觑。在一个向市场主体‘乱伸手’的营商环
境中，企业如何落稳脚跟、追加投资、长远
发展？”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方案》还深化“室组”“室组地”联动监
督，推动“点”“线”“面”全方位深化整治损
害营商环境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市纪委监
委从“面”上部署，推进区县纪检监察机关

“点”上治理区域性、阶段性突出问题，督促
主责部门“线”上抓行业监管和行风建设。

“我们建立了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
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机制。”作为项目化推进
专项整治的牵头部门，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负责人表示，“既通过清单化及时解决

需要多部门跨系统联动解决的事项，也定期
收集基层反映问题，压实相关部门责任，联动
解决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迅速行动，上下联
动推动同题共答。市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
查室已联动驻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
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围绕“损害营商环
境的作风和腐败问题”研究下一步开展“对
账式”监督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沙坪坝区纪
委监委依托“渝快办”等系统，将35个部

门、134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全流程监管
范围，从数据比对中纠错；市纪委监委驻市
财政局纪检监察组综合运用驻点监督、专
项检查等方式，对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落实
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渝北区纪委监委第
十监督检查室运用数字监督体系，对全区
行政审批中反复驳回、办理超时业务数据，
以及工程项目招投标异常数据等进行智能
分析比对，着力发现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典型问题，监督推动营商环境提档升级。

重庆专项整治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和腐败问题
明确4方面13类事项为整治任务清单

□本报记者 郑三波

一个庞大的构筑物，正从万州区新田
镇五溪村长江边“生长”出来。这里是万州
新田港二期。截至目前，该项目前沿抗滑
桩已完成施工总量70%，4个水工泊位下
部结构已完成50%以上，隧道掘进140米。

2月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近百名工
人分成班组，在多个作业面同时对钢筋网
进行焊接。不远处，技术人员正忙着测量
抗滑桩、放线、安装钢构件。江中偶有船舶
驶过，不时传来一阵嘹亮的汽笛声。

“抗滑桩施工需要在今年汛期之前全
部完成，因此项目工期紧、任务重。”重庆高
速航发集团川渝公司董事长谢雷介绍，目
前他们抢抓枯水施工黄金期，加强施工力
量组织，全力抢抓施工。

按照计划，万州新田港二期项目将于
明年 7 月建成，届时，重庆将新增 19 个
5000吨级泊位、4个5000吨级散货泊位，
总吞吐量1400多万吨/年。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工
程，万州新田港二期建成后，将为万达开川
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增添动能，尤其是
为四川提供一个通江达海的新口岸。

“我们迫切期待万州新田港二期投
用。”重庆高速航发集团川渝公司财务总
监、四川达州钢铁集团（以下简称达钢）股
东方委派负责人蒋尧说。有多迫切？他举
了一个例子：2020年春节，达钢铁矿石库存
达到警戒线，可作为铁矿石主要转运地的万
州港红溪沟码头吞吐量趋于饱和，不能立即
转运铁矿石到达钢，影响了企业的生产。

万州区交通局港航科科长赵明阳介
绍,红溪沟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仅为600万
吨，而目前实际已高达1200万吨，早已不
堪重负。

一边等“米”下锅，一边却忙不过来。
怎么办？达钢只能求助铁路，从广西防城
港发铁矿石专列到达州，以解燃眉之急。
蒋尧算了一笔账：铁路运输成本比水运每
吨约增加200元，那次专列约1000吨，仅
此一项就增加了20万元费用。

有业务吃不下，这样的尴尬时有发
生。万州亟须通过新建一个港口，来扩大
货物集聚规模，增强城市辐射能力。

万州新田港二期项目由此被提上日
程。川渝两地将万州新田港打造成多式联

运枢纽港，成为重庆三大战略性枢纽型港
口之一，并列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2021年9
月，该项目正式动工。

川渝两地在万州新田港二期项目上，
不仅有基建方面的合作，还有货源组织和
运行机制的合作。例如，双方将共同在达
州建立“无水港”，设置港口服务功能，相当
于把口岸延伸至达州，提高达州乃至四川
方向货物借道万州通江达海的效率。

万州新田港二期项目还将推动川渝

地区更高水平地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
记者了解到，2022年11月，川、渝、鄂、皖、
苏的30多家港口、航运、物流企业相聚万
州新田港，共同签署了新田港多式联运战
略合作协议，建立起长江沿线港航物流企
业间互利共赢的“朋友圈”。根据合作协
议，各方将以新田港为核心，依托长江黄
金水道，在信息互通、业务互助、管理互促
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各方将持续加大
物流网络建设力度，开展水公铁多式联运
和综合物流服务。

万州新田港二期助力川渝“通江达海”
计划明年7月建成，届时重庆将新增19个5000吨级泊位、4个5000吨级散货泊位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2月1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城获悉，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和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
司（下称“重庆联通”）近日签订合约，计划
总投资50亿元，在科学城核心区建设中国
联通西部（重庆）科学城数字创新产业基地
（下称“中国联通数字创新产业基地”）。

据了解，该项目将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设立中国联通研究院西部分院、中国联
通西部（重庆）数字产业创新孵化基地（“1+

2+N”数字创新基地）、中国联通西部（重
庆）科学城运营服务中心和算力中心。

其中，中国联通西部（重庆）科学城算
力中心是中国联通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
略在重庆的具体落地，将重点建设智能网
联算力中心、数字医疗算力中心、融合算力
中心三大算力中心，打造面向重点行业的
专属算力，布局构建服务于行业发展需求
的数字基础设施。

比如，智能网联算力中心旨在为重庆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构建算力基础设
施，为智能网联汽车企业提供关键仿真技
术、云控应用、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领域科研
平台、产业化应用转化平台等通用数字基
座能力，保障稳定强大的算力服务，降低企
业研发、生产、制造成本。

数字医疗算力中心主要面向城市卫健、
医院、医保、康养、社区等单位提供SaaS（软
件运营服务）产品，输出城市医疗中心、医院
影像数据存储、移动惠民医疗服务等场景化

解决方案，推动重庆医疗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近年来，中国联通一直致力于打造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在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
区，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重
庆联通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协议，中国联
通数字创新产业基地将积极引入科研人
才，承担高质量决策报告研究和技术攻关，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打造协同创新数字融
合产业基地。

总投资50亿元！中国联通数字创新产业基地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

双圈建设“开门红”
这些项目值得期待⑦

□本报记者 申晓佳

2月13日，波光粼粼的两江新区明月湖畔，北京
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下称重庆创新中心）各个办
公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在重庆市政府与北京理工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的
框架下，2019年4月，重庆创新中心签约落户两江
新区。3年多来，一个个计划变为现实，一份份蓝图
纷纷落地。重庆创新中心正以澎湃的科创力量，服
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重庆建设全国有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高水平创新和人才培养平台
围绕6大方向建设25个科技创新平台

一张三维彩色地形图上，地面凸出、凹陷部分清
晰可见。如果不事先说明，人们很难想到，这竟是月
球环形山地基雷达的三维图像。

这张宝贵的“照片”，正是由“隐居”在两江新区
明月山中的“中国复眼”一期项目于2022年年底拍
摄的。它不仅能高分辨率观测月球，还能观测近地/
主带小行星、月球、金星、火星和木星卫星等深空域
目标。

由重庆创新中心谋划建设的“中国复眼”一期项
目，在两江新区完成建设并成功开机运行，国内首次
实现对月球典型环形山雷达三维成像，得到央视《新
闻联播》专题报道。

目前，“中国复眼”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在云阳
县建设分布雷达阵面，在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雷达
大数据应用中心，其建成后，可实现对千万公里外小
行星的探测和成像，为我国近地小行星撞击防御和
行星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高水平、高技术，是重庆创新中心落地以来一直
坚持的方向。

重庆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恺表示，北京理工
大学历来重视人才与创新，这与两江协同创新区“创
新与人才培养协同融合”理念不谋而合。

截至目前，重庆创新中心重点围绕先进车辆、新
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化和大数据、新材料、先进空天
等6大方向，建成25个科技创新平台。

在这些创新平台支撑下，一批高端成果先后落
地。

重庆有复杂的山地地形，且气候多雾。于是，飞
行汽车应运而生。2022年11月，全球首款载人级
两座智能分体式飞行汽车工程样车在重庆发布，可
实现人员、货物空地转运的无缝衔接，飞行模块的悬
停时长可达30多分钟。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正在异军
突起。于是，未来智能电池研究开始发力。2021年
10月，重庆创新中心与重庆电力相关龙头企业合作
成立国家电网电池储能技术实验室共享（重庆）实验
室。其可为国家电网西南片区储能电池检测与认证
评价、川渝地区企业动力电池性能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服务。

多方发力引才育才
汇聚科研队伍超500人，属地化人才占75%

高端项目与成果背后，核心在于人才。
上述项目与成果背后，都有院士牵头——“中国复眼”二期，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领衔的新一代电子信息团队建设；飞行汽车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昌乐领衔的先进车辆团队研发；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锋领衔的新材料团队研发的绿色二次电池及先进能源材料，服务
宜宾锂宝等企业，合作突破技术难题，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重庆创新中心采取的正是‘院士领衔、团队落地、属地发展’的
建设模式。”

重庆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落户至今，该中心已经汇聚起
500余人的科研队伍，引进6名院士、35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等各类
高端人才，高级职称以上人才218人；培养博士后51名。吸引14名
博士后出站留在重庆发展。

“我喜欢重庆的风土人情，更看重这里的发展前景。”重庆创新中
心新材料院士工作室博士后闫康是河南人，2020年从悉尼科技大学
博士毕业后，来到重庆创新中心，加入吴锋院士团队。

在闫康看来，当前，汽车产业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支
柱产业之一，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新能源汽车的舞台也会更加
宽阔；储能产业是两江新区乃至成渝地区大力支持的集群产业，未来
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对本土人才来说，重庆创新中心的前景更是海阔天空。
“学以致用，让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我感到很有成就感。”重庆创

新中心博士研究生李小龙在2022年牵头负责了燃料电池测试实验
室建设，承担了重庆市自然基金和企业合作项目。作为重庆人，他更
有一份建设家乡的充实感。

据统计，重庆创新中心的科研团队中，属地化人才占75%。同
时，该中心还累计在渝培养研究生358名，为重庆培育了未来的科研
人才。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
获批科技项目397项，企业服务项目占比66%

2022年12月底，首届明月湖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圆满落
幕。重庆创新中心的高光谱计算成像团队、新能源材料团队、集成光
电子团队分获大赛创新奖，“分享”总计600万元的扶持资金。

记者发现，这3个团队的目标非常清晰——对标世界一流，瞄准
难题，加速产业化落地。

以高光谱计算成像团队的“智能化高光谱计算成像系统及应用”
项目为例，该项目利用软件算法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光谱信息，解决了
传统高光谱成像仪成本高、体积大和通用性差的难题，可广泛用于遥
感、生物医学、工业检测等行业。目前，团队已成功研制了国内外首
套高光谱计算成像器件和系统。同时，重庆创新中心针对无人机遥
测、生态修复和水质监测等领域，开始着手推进项目落地孵化，成立
重庆谱视达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市场推广。

“在高光谱领域加速推进项目落地孵化，尽早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
运营，是我们的初衷，也是团队的使命。”该团队技术负责人罗飞表示。

在众多创新团队在推进项目产业化的同时，重庆创新中心也已
诞生了落地应用的产业项目。

“我们自主研发的车端角雷达已进入本土汽车供应商体系，超距
交通雷达获批川渝联合重点研发项目。”重庆创新中心智能网联团队
负责人金烨介绍，3年多来，该团队研制的各式雷达在重庆得到广泛
应用，孵化的产业化公司累计产值破亿元。

据悉，重庆创新中心已获批科技项目397项，企业服务项目占比
66%。下一步，重庆创新中心将继续走好“扎根属地-优势输出-做
实做优-打造一流”的创新发展道路，打造校地合作新型研发机构，
继续推动重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
贡献科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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