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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潼南

开出“产业花”结下“经济果”

潼南 以科技创新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潼南，地处重庆、成都两座国家中心城市
一小时经济圈交汇点,是成渝两地间的“地理
中心”,是成渝中部毗邻区域重要的沿江城
市，是川渝合作示范区。

突出的区位优势下，2020年12月，遂（四
川省遂宁市）潼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作为川渝
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之一，
率先获批设立。

“自遂潼一体化先行区设立以来，我们与
遂宁牵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大力推动成渝
中部崛起，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
作标杆。”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说。

具体怎么做？
——搭建平台，筑牢发展基础。
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独特优势，“以升促建”加快创建国家高新区，
积极推动与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创新联动，
聚焦“两基地、两主导、三特色”产业体系，大
力实施创新引领行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部崛起。

聚焦川渝毗邻地区创新合作“桥头堡”打
造，加快推进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通过积极
联合遂潼两地招商部门，建立起一体化招商

平台，大力促进招商资源共享，共同开展招商
引资，进一步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

2023年，潼南将全力推动遂潼涪江创新
产业园产业项目落地，力争上半年签约一批
优质天然气化工项目落户园区，助力推动川
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建设。

——集聚资源，丰富发展内涵。
聚焦涪江流域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潼南、

遂宁、铜梁、合川四地共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涪江流域科技创新走廊战略合作协议，成
立涪江流域科技创新联盟及川渝锂电及新材
料研究院科创技术联盟，共建涪江流域科技
特派员及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现遂潼
两地专项创新券通用通兑、8400余台（套）科
研仪器共享共用，为川渝地区锂电及新材料
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成立遂潼科普基
地联盟，开展潼遂首届科普讲解大赛，两地科
普基地吸引川渝游客20万余人次。

——壮大创新主体，增强发展核心竞争
力。

2022年以来，潼南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加快促进
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引导企业成为研

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潼南现有科技型企业908家，其中
2023年新增83家、与去年同期增长90%，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86家，在全市率先建立
首批10家创新标兵企业库，涵盖智能网联汽
车、电子信息、新型化工材料、生物医药、特色
消费品、智能装备、新能源与环保等区内重点
产业领域。建成市级及以上研发机构54个，
南昌大学重庆研究院成功获批重庆中心城区
外第一家与“双一流”高校合作共建的市级引
进类高端研发机构（培育）。

今年4月，南昌大学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换届大会暨2023年地方（行业）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联席会议在潼召开，44个校友会、110
余名杰出校友齐聚潼南，共谋高质量发展，在
会上，举行了南昌大学校友会潼南科创基金
成立签约仪式。

“该基金将支持南昌大学科技成果在重
庆落地，进一步推动了南昌大学重庆研究院
产教研融合发展，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南
昌大学重庆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

2022年12月，潼南高新区创新创业孵化
中心氪空间潼南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孵化中

心”）正式投入运行。
“该中心是由潼南区工投集团与36氪集

团氪星创服战略合作共建的。”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中心的投用对打造成渝中部科
创之城成果孵化载体有着重要意义。

据了解，孵化中心自运行以来，通过以智
能化联合办公空间为载体，以创业孵化、招商

引智、创新培育等服务为内容，有效激发了该
区创新创业活力，助力了入驻企业的快速发
展。

重庆海加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加尔电子”）成立于2022年11月，通过跨境
电商面向海外消费者或企业，提供智能家居产
品、户外露营产品，通过海外多渠道营销。

“刚开始，由于对相关政策的不了解，市
场拓展遇到了瓶颈，经营状况一直不好。”海
加尔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一情况，孵化中
心主动作为，为其讲解政策，对接市场，解决
了办公场所等难题。

今年一季度，海加尔销售额突破20万美
元，日访客量达5000人次以上，网站点击量
达1万人次以上，整体经营状况呈逐步上升态
势。

不仅是海加尔电子，截至目前，潼南高新
区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已引进优质科技初创企
业17家，签约创业导师13名，引进工商财税、
知识产权、投融资等企业服务机构7家。

下一步，孵化中心将充分发挥多元创新
场景和空间承载功能，支持更多拥有核心竞
争力的高成长创新企业落地发展，实现潼南
高新区在城市创新品牌、创新创业孵化、原始
创新策源、科技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引培、社
会公共服务等维度的创新生态体系搭建。同
时，以科研创新为内核，发挥好引才聚才平台
作用，助力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落地，支撑
成渝中部科创之城跨越发展。

2022年，落户潼南的南昌大学重庆研究院成功获批重庆中心城区外首家市级引进建设的高端研发机构（培育），江川化工等5
家企业被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新增科研平台31个，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建设考核获全国优秀，新培育47家高新技术企业、
122家科技型企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获市政府督查激励……

这一张张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潼南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以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人才引进为抓手，加快创新创业新高地建设步伐，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环
境的吸引力、创新资源的聚合力、创新成果的转化力，推动科技创新成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搭建平台优服务
激发创新创业新活力

檬泰科技新型果胶全自动生产线

潼南，地处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核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拥有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20余个“国字号”
农业“金字招牌”，享有“国际柠檬之都”

“西部绿色菜都”“中国油菜之乡”的美誉。
今年以来，潼南立足自身农业特色优

势，通过持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坚持
科技兴农、科技强农、科技富农，在推进农
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等多方面上狠下功夫，高标准推进重
庆（潼南）农科城建设，努力把潼南打造成
为“立足成渝、全国知名”的西部丘陵山区
现代特色高效农业科技引领区。

柠檬，是潼南农业的特色产业之一。
如何将一颗柠檬“吃干榨净”，让小小

的柠檬“裂变”成大产业？靠科技创新。
重庆檬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檬泰科技”）是一家集柠檬科研、植保
技术服务、精深加工、销售、大数据应用与
管理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以
科技赋能产业，推动柠檬产业发展，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助力乡
村振兴，推动潼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进檬泰科技的车间，一条崭新的全自
动生产线正在进行新型果胶产品的生产。

“这条生产线运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
的柠檬六分离提取技术。”檬泰科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技术可以从一颗柠檬的油
囊、外皮层、中皮层、果肉和果核里提取加
工出数十种高附加值产物，让柠檬的价值
呈几何倍增。

2021年，该技术项目还荣获“涪陵榨

菜杯”第五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
大赛初创组一等奖。

目前，该公司果胶产量突破2000吨、产
值实现2亿元，开发出功能性果胶软糖，脱
氧柠檬片等系列产品，市场销售供不应求。

除高科技生产线之外，檬泰科技还积
极与西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大学、
浙江省农科院柑橘研究所、重庆食品工业
研究所等13家机构开展多领域合作，全
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效提高了柠
檬相关产品质量。

檬泰科技仅是潼南聚焦科技创新，推
动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目
前，潼南区柠檬种植面积超32万亩，年产
鲜果28万吨，通过柠檬加工核心技术，延
长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全区柠檬年加工能
力达到30万吨，加工产值30亿元。去年，
还成功获批国家火炬重庆潼南柠檬生物
特色产业基地。

今年3月，“单杨院士创新团队潼南食
品工作室”落户潼南。工作室将围绕柠檬
产业，依托当地重要的柠檬加工企业，对
柠檬精深加工展开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
果产业化。

不仅是柠檬产业。近年来，潼南坚持
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紧紧围绕柠檬、蔬菜、
油菜三大产业链，成立了科技创新联盟2
家、独立法人研发机构14个，创建渝西智
慧农业研发中心、柠檬科技创新中心、专
家大院、博士工作站等市级科研平台12
个，为潼南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
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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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创新成果转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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