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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重庆市现代产业链服务中心、重庆华韶智算中心项目
签约仪式在大渡口区举行，副市长江敦涛出席签约仪式。（记者 黄熠）

●3月13日，副市长商奎出席重庆自然资源科普馆开馆活动。
（记者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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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芸）3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推动川渝
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党政联席会
议第三次会议获悉，今年，川渝万
达开地区将合力推进十大标志性
合作事项。

重庆市万州区、开州区和四川
省达州市，地处川渝鄂陕四省结合
部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面积2.4
万平方公里。2020年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万达开
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成为川渝毗
邻地区十个功能平台之一。

万达开三地山水相连、人文相
亲、经济相融，合作发展已初见成
效。2020年以来，万达开三地已
召开党政联席会议2次，党政分管
领导协调会议7次，部门座谈会
140余次，并先行启动万达开新兴
产业合作示范区、万达开川渝东出
智慧物流港等6个重大功能载体
建设；联合举办大型节会活动20
余场次，签订合作协议150余份。
据统计，近3年万达开已协同实施

重大合作项目74个，地区生产总
值占川东北渝东北比例由2020年
的30.3%上升至31.3%。

本届会议审议了推动川渝万
达开地区统筹发展2023年重点任
务，三地决定从生态、基础设施、
产业、开放、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改革六大方面共同推动川渝万达
开地区统筹发展。其中，今年万
达开三地将重点推动十大标志性
合作事项，具体包括启动运营川
渝东出智慧物流港、创建第二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
范园区、深化万达开天然气开发利
用、深化万达开水网工程建设、创建
省(市)级万达开技术创新中心、共建
川渝东北特色的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举办万达开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共建万达开现代
高效特色农业带、万达开跨区域一
体化人才遴选、实施第二批万达
开特色通办事项。

本次会议中，云阳县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会议。

今年万达开地区
将完成十大标志性合作事项

本报讯 （记者 黄熠）3月
13日，大渡口区举行重庆市现代
产业链服务中心、重庆华韶智算
中心项目签约仪式，两个项目协
议总投资380.5亿元。

重庆市现代产业链服务中心
项目投资5000万元，是服务于全
市主导产业链整体增信、融资发展
的“公共后援服务平台”。该平台
于1月16日在大渡口区正式注册
成立，采用全国领先的“隐私计算”
新技术，在保障数据自有安全、不
侵犯数据隐私、不从事违规金融业
务的前提下开展业务。以“可用不

可见”等方式，有效实现金融机构
和相关数据源的“安全链接”，进一
步提升重庆制造业产业链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整体融资能力，提升
制造业产业链的整体资源配置效
率。目前，该中心已与工商银行、
三峡银行、中信银行等近30家市
级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华韶智算中心项目定位
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智算中
心，建成后将实现面向工业、金融、
科技、教育、电商等场景应用的大
模型PaaS服务，打造“AI发电厂”，
服务科技和产业发展。

两大项目落户大渡口
总投资38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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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上周，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以卫星互联网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

“两步走”目标：到2025年，创建国家级卫
星互联网产业创新中心；到2030年，全面
建成卫星互联网综合应用示范区，形成千
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意见》提及的卫星互联网与空天信
息产业，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前者是指
通过卫星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其产业链
涉及卫星设计制造、发射、运营服务等多
个环节；后者是指运用航空航天基础设施
和技术，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来自航空
航天领域的信息，其产业链涉及航天运输
服务、卫星应用服务和空间站应用等。

当前重庆航空航天、卫星互联网产业
发展现状以及人才培养情况如何？围绕
《意见》，后续如何发力？连日来，重庆日
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航空航天产业从“无中生有”
到集群发展

去年10月31日，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
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
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梦天实验舱准
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在此次发射任务中，西南铝分别向梦
天实验舱和长征火箭提供了大量关键铝
合金材料，用于实验舱表面结构和运载火
箭的过渡环、转接框等关键部位。

“铝合金材料一度是我国航空航天事
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如今越来越多的国
之重器用上了‘重庆造’，表明重庆航空航
天产业自主研发及配套能力得到了认
可。”西南铝技术中心副主任温庆红说。

如西南铝这般，为国家航空航天重大
项目提供配套的企业及研发机构，在重庆
还有不少：梦天实验舱采用的对构齿轮传
动，由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配套；“嫦娥四号”巡视器在月球使用的滤
光器为重庆声光电公司配套……

“如果说得益于老工业基地产业底子，

让渝企在国家航空航天产业配套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那么深耕航空航天领域10多年
的积淀，则让重庆航空航天产业得以不断
发展壮大。”市经信委装备处负责人表示。

以前重庆的航空航天产业布局几乎为
零，直到2010年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
点启动，重庆抓住契机从通航产业切入航
空航天产业，通过成立两江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进行产业招商培育，加速集聚通航产
业发展要素，相继成为全国通航全产业链
发展试点省市和国家发改委通航产业综合
示范区，实现了航空航天产业“从无到有”。

截至目前，重庆基本形成通用航空
“整机+核心部件+配套制造+运营+服
务+金融”全产业链，通过引进航空发动
机、航空材料、卫星通信、商业火箭等一批
具有行业重要影响力的龙头项目，形成了
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两翼齐飞”、航空与
航天协同发展的集群式发展格局。

多方位布局卫星互联网带动
能级跃升

去年底，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复眼”一
期工程成功拍摄出地基雷达三维月面图，这
个深空探测雷达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
新中心，拓展了人类深空观测的边界。

今年初，“中国复眼”二期工程在云阳
开工建设，建成后不仅将为我国近地小行
星观测和行星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撑，也
为云阳当地的科技创新贴上了新标签。

近年来，随着类似“中国复眼”这样在
渝搭建的航空航天平台项目越来越多，吸

引了一大批卫星互联网领域企业来渝聚
集，重庆进一步加快卫星互联网应用多方
位布局步伐。

去年12月，中国星网集团董事长一
行来渝，与重庆就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等
多项战略合作达成共识。随后，两江新区
启动建设卫星互联网产业园，并设立100
亿元规模的卫星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

实际上，作为承担国家卫星互联网应用
产业发展职责的中国星网集团，一直将重庆
作为卫星互联网产业的重要布局地，此前已
在渝设立了中国星网网络应用有限公司、重庆
星网网络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

早在2018年，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
起，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集团等多家央
企联合成立的东方红卫星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在渝落户，在两江新区建立全球总部及运
营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等，发力全球低轨卫
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目建设。

“当前全市至少有90%的航空航天
产业项目落户在两江新区。”两江新区管
委会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底，两江新区
航空航天产业功能区已入驻企业近30
家，包括中国星网、零壹空间、金世利材料
等龙头企业，形成航天产业“火箭+卫
星”、航空产业“制造+运营+服务”、空天
动力“整机+零部件”、高端金属材料“研
发+制造”全产业链，能够为卫星互联网
产业发展提供完备支撑。

今年以来，重庆另一个经济发展“引
擎”，西部（重庆）科学城也在积极布局卫星
互联网领域——2月2日，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在渝战略合作重大项目，空间电磁频谱

研究院及低轨卫星星座产业化项目落户西
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将带
动重庆卫星互联网产业能级跃升。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家航空航天板块
的几大央企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星
网集团都已入渝。接下来随着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中国航天工业集团等与重庆加强
合作，再布局一批产业项目，重庆航空航天
及卫星互联网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

紧跟产业发展需求加速
人才培养

以卫星互联网为引领发展空天信息
产业，重点在于做好科技研发攻关，而攻
关的关键正是人才。近年来，重庆在推动
空天信息产业链完善健全的同时，还注重
同步做好创新链、人才链的引入培育：
2018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挂
牌成立，为重庆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搭建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4月，北京理工
大学与两江新区签署北京理工大学重庆
创新中心合作协议，促进重庆人才培养和
科研水平提升；2022年，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中国复眼”落户重庆……

“发展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迫切需要集聚人才，围绕产业链部署人才
链、通过人才链提升产业链，深化产学研
合作，形成1+1＞2的效果。”重庆金世利
航空材料负责人刘和平表示，重庆围绕空
天信息产业发展需求做好人才培养，对于
产业孵化培育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院长张铭认为，
航空航天产业是科技含量极高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当前重庆空天
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对于技术人才的
需求与日俱增。目前，重庆交通大学航空
学院先后开设“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
动力工程”“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等专
业，将为重庆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人才支持。

针对空天信息产业人才培育，《意见》
特别提出，“要依托重点项目、重大平台、
核心园区引进国内外高端研发机构、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加强市内高校相关专业设
置，强化龙头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鼓励
高校定向培养、定向推荐专业人才”。

可以预见，随着一揽子产业项目加速
落地，加上人才供给体系不断完善，重庆
绘制的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蓝图将
逐步实现。

以发展卫星互联网为引领

重庆绘制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