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设 6CHONGQING DAILY

2023年9月 1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王睿

一个目标 两大优势 三大抓手

西部（重庆）科学城力争建成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高地

重庆首批智能网联车在科学谷数智科创园亮相 摄/曾诚

科学城招商车研车辆测试实验室

核心提示
西部（重庆）科学城紧扣全市打

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目
标，用实际行动抓落实、求实效，提
出未来5年将构建“323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力争到2027年，形成

“三大千亿级、五个百亿级”制造业
产业集群。

其中，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核心器件
产业，科学城正锚定一个目标、两大
优势、三大抓手，为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装上科技创新引擎。

一个目标 全市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高地

2021年7月，西部（重庆）科学
城试运行全国首条自动驾驶接驳路
线；核心区约42公里的自动驾驶开
放测试道路上，智慧公交站、智慧斑
马线、智能化运营监管中心等设施
建成投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区项目（一期）近日实现初步整体
运行……不难发现，科学城在发力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一新赛
道上，正不遗余力。

围绕核心器件、三电零部件及
原材料、自动驾驶及车联网、新能源
商用车等领域，科学城正积极构建

“车、路、云、网、图”全产业生态体

系，做强智能网联汽车检验检测产
业集群，推进商业化场景建设，引导
整车企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商用汽
车转型，引进央企、互联网头部企业
资源，提速传统企业升级步伐。

迭代升级西部车网智联产业化
扩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及产业创

新中心暨李克强院士工作站等项
目。启动实施中科创达智能创新软
件平台总部、驭势科技乘用车自动
驾驶研发中心、中车株洲所西南产
业基地、矩阵汽车中国总部等项目。

按照规划，到2027年，力争建
成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高地。

两大优势 创新赋能、人才
支撑

经济发展靠产业，产业支撑靠
创新。

作为重庆科技创新的主平台、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重要载体，科学城正用实际行
动抓落实、求实效。

比如，聚焦区域主导产业和优
势领域，重点打造环大学创新生态
圈、大型孵化载体、特色孵化载体
等，逐步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的创新

创业平台框架，进一步激发区域机
构创新创业活力。

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中心暨李克强院士工作站（以下简称

“西部智联”）是科学城重点建设的创
新平台之一。2022年 4月落地以
来，西部智联主要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关键共性技术开展攻坚突破并推动
产业化落地，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核心
领域科研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
产业化应用转化平台，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加速车路云一体化“中国方案”
在重庆落地，打造业界标杆。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在培育企业
上，科学城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部
件与关键技术，引导西部智联以多元
化投融资形式吸引企业快速落地，已
累计孵化12家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
企业；在招引优秀人才上，依托大学
城集聚的高校资源和研发机构，与重
庆大学等高校、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
研究院等院所达成意向合作，推进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城，依托

院士工作站，已引进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领域顶尖人才500余人、中高
端人才1500余人，其中硕士、博士
占比近40%；吸引40余家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企业聚集在
此，涵盖整车、关键零部件、充电基
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等，
全产业链生态圈初步建成。

三大抓手 龙头引领、智改
数转、生态成型

作为C-V2X车联网行业领军
企业，中信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是
科学城精准引进入驻的央地合作企
业，牵头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面向冬奥的高效、智能车联网技术
研究及示范”项目于前不久通过了
科技部的验收。

无独有偶。中科院汽车软件创
新中心和国科础石（重庆）软件有限
公司两大主体已入驻中科院重庆科
学中心，正聚焦汽车软件领域，加快
突破原始创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
术，形成汽车软件技术创新策源地。

龙头企业落户的同时，也带动
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今年3月，在科学城聚业路117
号，两栋崭新的大楼拔地而起，这是
重庆长安跨越商用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安跨越商用车”）汽车研
发试验中心所在地。

“试验中心投资近1亿元，具备整
车造型设计开发能力，以及整车、关键
系统与部件、新能源三电系统等试验
验证能力，可自主完成100余项试验
验证项目。”长安跨越商用车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整车制造企业之一，在科
学城牵线搭桥下，近几年长安跨越商
用车正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向全
力转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国内新
能源汽车1.5万辆，同比提升127%。

落到应用上，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区建设正如火如荼。目前，一期
已进入收尾阶段，面向智能网联汽
车规模化与商业化应用，示范区采
用李克强院士提出的智能网联汽车

“中国方案”，以建设分层解耦、跨域
共用的云控基础平台为重点，实现
车路云一体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完整
落地与网联示范应用生态建设。

届时，在科学城的道路上，“聪
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将
成为现实。

赵丁颐 图片除署名外由西部
（重庆）科学城管委会提供

在科学城测试道路上测试的智能网联车 摄/曾诚

以家为圆心，在适宜步行的范围内
可满足社区生活基本需求，不仅是上
学、就医、购物、吃饭、休闲等活动，就连

“小修小补”便民摊点等琐碎事情都能
轻松解决……再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
健全的管理机制，拥有这些特征的社区
叫完整社区，在我市越来越多的地方出
现。

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消息称，我
市以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
序的完整社区为目标，结合城市体检、
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大力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
动。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完整社区
433个，覆盖率达22.2%，完整社区建设
试点初显成效。

建机制摸家底立标准
强示范，推动试点全面开花

为什么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
“社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城

市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和细胞。”市住房
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单一、低效的社区服务
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需求。开展完整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
突出民生难题、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关键
举措，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激发城
市活力的重要途径。

去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等
印发《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要求自2022年10月开始，开
展为期2年的试点，完整社区建设主要
围绕“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打造宜居生
活环境、推进智能化服务、健全社区治
理机制”展开。

如何高效推进试点？重庆以社区为
单元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与品质提升，确立

“建机制、摸家底、立标准、强示范”四步工
作法，实施“新建项目+完整社区”“片区更
新+完整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

“城市体检+完整社区”等举措，完整社区
建设试点实现良好开局。

我市建立完整社区基础数据收集
平台，收集社区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商
业、市政、公共活动空间、社区治理等6
大类30小类基础数据，形成城市社区

基础数据“一张图”。
针对大多数老旧社区“挤、窄、陡”，

居民改善活动场地品质诉求强烈等问
题，出台《重庆市绿色完整居住社区建
设操作指南》《重庆市绿色完整社区评
价细则》等文件，编制了《社区活动场地
建设示范图集》，为完整社区建设提供
指导。

此外，重庆强化部门联动，将完整
社区建设与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商务委、市卫健委、市
体育局、市能源局等部门开展的养老托
育设施建设、充电设施建设、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
设、“国球进社区”等重点工作协同推
进，取得不俗进展。

我市还强化示范引领，区县全覆盖
推进完整社区建设。2021年，全市选取
82个社区先行开展完整社区市级示范
创建。2023年，涪陵区太平街片区、江
北区渝北社区、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
南岸区金堰社区、重庆高新区康居西城
第二社区入选全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部门社区居民携手并
进，共同形成试点合力

4月底，民主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一期）（简称“民主村项目”）正式亮
相。尽管全程参与改造，但最终呈现的
效果，还是让许多居民大吃一惊。

“梳妆”后的民主村社区，不仅所有
楼栋穿上了“新衣”，部分原来废弃的公
共空间被改造成运动角。新建的社区
公益食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站、城市会客厅等，满足了大家
的日常需求。“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能住
进电视里看到的‘高档社区’。”居民陈
代蓉感慨地说。

民主村项目成为大家的“心头好”，
在于其找准发力点，增强居民的认同感
和获得感。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坚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理念，开展“三师进社区”（即工程师、

建筑师、规划师）、“市民医生”行动，引
导居民全程参与，形成完整社区建设的
合力。

民主村项目从前期调研、设计到施
工、竣工亮相，集聚了近20名“三师”的
智慧。“三师”们走进社区，与居民召开
三四十次院坝会，了解他们的“急难愁
盼”。九龙坡区“市民医生”活动还把热
心市民、专家对片区的治理建议，及时
反馈给规划设计团队。得益于精准的
更新方案，民主村项目不仅较好地解决
了居民关心的房屋破旧、交通拥堵、配
套缺失等问题，还营造了浓郁的城市烟
火气。

民主村的蝶变，是我市高质量推进
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剪影。据统计，通
过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等活动，全市
已建成达标社区综合服务站685个，占
比35%；达标社区文化活动站1044个，
占比52.9%；达标养老设施780个，占比
39.6%；达标社区卫生服务站594个，占
比30.1%；达标幼儿园、托育所818个，
占比41.5%。

上得了“云端”，接得了“地气”，也是
重庆完整社区试点的一个亮点。涪陵区
太平街片区依托重庆移动涪陵分公司引
入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建设智慧社区管
理服务平台。两江新区万年路社区引进
百龄帮专业社工机构和“帮帮宝”智慧养
老平台等系统，线上、线下开展专业化居
家照护、医疗诊断等服务，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乐享高品质生活。

持续深化社区治理，居
民幸福生活再升级

除了营造生活新体验外，探索治理
新模式是完整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如何通过社区这个社会治理的最小单
元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让居民幸福生活
再升级？

渝中区双钢路社区建立街道、社
区、单元三级网格，将社区划分为13个
单元网格，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担任
单元网格长，按照“一格十二员”的方式
配备支部书记、志愿者、物业人员、安全
员等，每日巡查和处置安全隐患等问
题；依托“马路办公”“五长制”“街道点
题、部门答疑”等机制，基本实现公共事
务“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
不出街道”。

南岸区金堰社区团圆堡片区整合
零碎资源，建成全市第一个集党建、教

育、文化、养老、就餐、办事、治安于一体
的社区党群服务阵地，构建15分钟党
群生活服务圈。社区开办的老年学校、
护理学校，既拓展了老人的休闲方式，
也传播了科普知识。升级的社区食堂
不仅提供价廉物美的“暖心餐”，还推出
外卖、上门炒菜等服务。不仅如此，社
区依托“和家”文化服务中心，引导居民
成立文体“和乐”、慈善“和心”、治安“和
宁”、自治“和美”四大类12个“和家”社
会组织，吸引200多名志愿者在社区治
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市探索“党建+物业托管”“党建+
社区自管”“党建+居民共管”模式，不断
提高党建统领物业服务质量水平。全市
有700余个老旧小区引入专业物业服务
或组建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其余也明确
社区党组织指导下的业委会、物管委或
居民小组自治机制。党建引领多元共
治，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成为我市完
整社区建设的特色。

接下来，重庆将以现代社区建设为
引领，通过一系列“提规、提标、提量、提
质”措施，强化城市体检的基础性作用，
高质量推进项目试点并以点带面推动
全市完整社区建设，力争2030年完整
社区覆盖率达60%以上。

王静 刘廷
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建成社区超过400个 实现所有区县全覆盖

重庆加快完整社区建设让居民乐享高品质生活

重庆高新区康居西城第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改造后的九龙坡区民主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