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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前不久，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渝举行。来自4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及专家人才共襄盛
会。闭幕式上，重庆市人才、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今
年大会共引进人才3401人，引进项目206个。

重庆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首位战略，全方
位培育引进用好各类人才，加快建设西部人才中心，打造
最优人才生态，正以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吸引优秀人才
在渝创新创业，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
撑。

始终坚持党管人才
形成整体智治人才工作格局

党管人才，就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人
才优势。市委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专题研究人
才工作，推动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的人才工作格局，
着力将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重庆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
中来。

重庆先后出台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实施意
见、“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对新时代人才工作作出全面
部署。

如何满足人才的多样需求？现在，只需要一个小程
序，就能便捷实现政策找人、人找政策、职位找人、人找职
位。

今年，重庆加快推动全市人才工作数字化变革，建设
“渝才荟”人才一体化服务平台，创新打造人才工作智治
新模式。

“渝才荟”人才平台以全市人才大数据库为基础，归
集全市人才信息，赋予在（来）渝人才享受各类人才政策
和优惠服务的电子凭证——“人才码”。同时，“渝才荟”
服务端口采用“一件事”思维方式和“超市式”服务模式，
建设了人才认定、人才服务、项目申报和人才评价四个

“一件事”，集成了129项人社公共服务事项，吸纳市级和
各区县人才服务应用，形成人才引进、培育、流动、激励等
全链条的服务事项。

“渝才荟”是重庆深入推进人才工作数字化转型的一个
缩影。据了解，重庆将继续探索人才工作智治新模式，将数
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人才引育留用各方面、全过程，逐
步实现人才工作“一屏掌握、一键智达、一站办理”。

始终坚持筑巢引凤
高标准建设发展平台

“金凤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既是科研平台，也是汇
聚高端人才的‘蓄水池’。”金凤实验室运营负责人徐辉介
绍，实验室揭牌投用以来，已有卞修武、段树民、董晨、杨
正林等院士领衔的29个创新团队入驻开展科研攻关，集
聚科研人员近400名。

事实证明，人才对事业平台和发展空间十分看重。
重庆坚持筑巢引凤，推动重大平台雁阵布局、政策品

牌迭代升级，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持续提
升人才的汇聚力和黏性。

当前，重庆正高标准建设吸引集聚人才发展的平台——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全力打造“3+X”市域人才发展试

验区。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3个核心区域集聚各类研发平台超过850家、约占
全市一半，正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区。

全力构建“实验室+高水平大学+科技领军企业”载体
集群。重组形成全国重点实验室10个，有序推进金凤、明
月湖、广阳湾、嘉陵江等重庆实验室建设，国家级科创平
台达到10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突破7500
家、5.6万家。

有发展的平台，更要有交流合作展示的舞台。今年，
重庆升级举办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卓越工程师
大赛等，让各类优秀人才及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同时，我
市深入开展“百万人才兴重庆”活动，已举办全国重点高
校巡回引才等子品牌活动上千场。

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过630万人、人才密度居
西部第一，研发人员超过20万人、较上年度增长21.8%，
今年新招收博士后1090名，均创历史新高。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推动“四链”深度融合

人才成就事业发展，事业发展造就人才。重庆强化
人才的引领驱动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才战略支撑力。

重庆正着力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其中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是主攻方向。围绕产
业链布局人才链、配置用工链，重庆绘制高层次人才图
谱，编制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率先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集
聚行动，推出育苗、启航、赋能、攀登、海聚、传承6大专项，
构建从在校生到退休工程师全周期引育体系；举办全球
卓越工程师大赛，累计吸引来自25个国家（地区）1005个
项目（团队）报名参赛，撬动社会投入近30亿元，超55%项
目取得成果转化进展，形成了“追求卓越、智创未来”的浓
厚氛围。

去年，我市发布了《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
行动计划（2022—2025年）》，强化服务保障是“满天星”行
动计划的重要一环。围绕包括软件人才在内的数字经济人
才“引、育、留、用、转”等关键环节，为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经
济企业提供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

打造全国首个数字经济人才市场——中国重庆数字
经济人才市场，设立了北碚、巴南、永川、两江新区4家区
县数字经济人才市场，在赛力斯、马上消费等单位设立了
13家工作站，并邀请全国近80家单位成立数字经济人才
联盟。

吸引优秀人才在渝创新创业
重庆加快建设西部人才中心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在上周末举办的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28个重
庆市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正式发布，涵盖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发榜金额2.21
亿元。

其中，14个项目被纳入重庆市科技重大专项予以支
持、安排财政资金1.15亿元，其余项目由企业出资1.06亿
元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1500万元。

这些“揭榜挂帅”项目，都是经过多方征集、专家把关最
终形成的，旨在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
度融合，全面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

今年以来，重庆聚力打造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
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大数据等16个重要战略领域，构建“416”科技
创新战略布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
速提档。

打造战略科技力量
完善具有重庆特色的实验室体系

12月15日—17日，凤栖湖畔，2023年全国病理科主
任能力培训班在金凤实验室举办。

这是我国病理界首次举办学科主任管理能力培训活
动，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名
校、名科、名院的学科带头人汇聚在此，展开了一场病理界

“最强大脑”之间的“头脑风暴”。
为什么把“首次”放在金凤实验室？与会专家给出了答

案——
“金凤实验室能够以病理为中心，设计打造了多个全国

乃至世界领先的科研平台，让我十分震撼！”湖南省人民医
院病理科王波教授说。

金凤实验室是市委、市政府构建具有重庆特色的实验
室体系的重大探索，作为重庆实验室的“新样板”、国家实验
室的“生力军”，举全市之力，高标准、高起点打造。自2022
年6月投用以来，实验室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打造生命
健康科技创新高地。

目前，金凤实验室已建成投用金凤·华大时空组学中
心、智慧病理实验室、疾病表型组学实验室等一流科研平
台。今年5月，金凤实验室首次集中发布实验室投用以来
的7项科技创新成果，多项成果为世界首次发现或全国首
创，战略科技力量的雏形已显。

与此同时，金凤实验室积极推动第十一届棒棰岛肿瘤
前沿论坛等高水平学术活动在渝举办，科研影响力越来越
大。

不仅是金凤实验室，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完善具有重庆
特色的实验室体系，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原则，布局
打造金凤、嘉陵江、明月湖、广阳湾四大重庆实验室，打造具
有重庆辨识度的战略科技力量。

同时，超瞬态实验装置、中国复眼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也在加快建设。

融合科技创新资源
组织实施重大（重点）专项科技项目132项

“北太天元发布一年多来，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已经
从1.0版本升级到3.0版本，在突破通用型科学技术根技术
的基础上，正在不断进行优化。”12月20日，北京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副院长、北太振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李若教授说。

李若介绍，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也是一切的基础。通用
型科学计算软件作为科学计算方法的关键工具，是实现我
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软件。

诞生于重庆的北太天元软件，是国内首款、目前唯一从
内核自主研发的通用型科学计算软件，可支持高校教学、科
研工作，目前已在汽车、航空航天、金融、生物等领域应用。

今年，我市新设立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重大（重点）专
项，以行业产业重大技术需求为导向，按照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思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升有组织创新的能力和水
平，加快实现相关技术突破。

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实施了人工智能、高端器件与芯
片、新能源等重大（重点）专项科技项目132项，通过财政资
金引导社会投入超30亿元。

同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991项、直接经
费4.33亿元，立项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11项。在项目支
持下，西南大学利用家蚕丝腺成功合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
重庆大学开创界面调控新方法提升反式电池效率达24.6%。

优化科技创新战略布局
科创核心承载区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兆言’是一个基于最前沿的技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
精调大语言模型。发布5个多月来，它在专业领域智能问
答方面，已经与GPT3.5水平相当，达到最前沿的水平。”近
日，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沪渝人工智能研究院AI大模
型中心主任齐鹏对记者说。

随着ChatGPT在全球大火，今年成为大模型迸发之
年。作为重庆首个自主研发的大型语言模型，“兆言”于今
年7月正式发布，具有精度高、效率高、成本低三大特点，可
以很好地赋能制造、医疗、金融、文旅等行业领域。

发布以后，齐鹏就带领团队着手“兆言”大模型的行业
落地。前不久，“兆言”的第一款商用产品——“兆言·亿询”
智能问答平台，已在实际场景中应用，并展现出“优等生”的
表现。

沪渝人工智能研究院是西部（重庆）科学城培育的高能
级创新平台之一。今年以来，西部（重庆）科学城以成渝（金
凤）综合性科学中心为引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目前，市级以上研发平台已增至
330个。

不仅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通过高质量建设科创核心
承载区，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引进建设开放式国际化研发机
构50家，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加快集聚各类研发平台111
家，三大科创核心承载区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构建“416”科创战略布局
重庆不断提升“全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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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我们2021年签约落户荣昌高新区并开工建设，2022
年建成投产，虽然在荣昌的企业队伍中，我们是‘新兵’，但
发展很快！”12月20日，重庆昊格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昊格新能源）总裁兼总工程师潘猛说。

昊格新能源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轻柔组件研发、设计
和制造的企业，2022年，公司仅投入量产7个月，就实现了
4亿元的出口额，产品100%出口至日本。

虽然销售业绩不错，但由于光伏行业“内卷”严重，公司
的利润很低。

为此，潘猛成立了研发部门，亲自担任总工程师，带领
团队自主研发轻柔光伏组件。

今年7月，昊格新能源成功拿到通向欧盟的产品准入
证书，为开拓欧盟市场、抢抓海内外订单打下了坚实基础。
也是在今年，公司被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昊格新能源是我市加快培育创新主体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
增”行动计划。

今年截至11月底，我市新增科技型企业13646家、同
比增长125.5%，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071家、同比增长
13.0%，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2家。

我市今年1—11月新增科技型企业1364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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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你好，我是软件专业应届毕业生，是否满足应聘条
件？”

今年10月10日，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举行的2023
年“满天星”软件人才秋季双选会上，经过与招聘人员深入
沟通，一名应聘者通过初试并达成就业意向。

自去年7月“满天星”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截至目前，
我市累计组织开展“双选”、软件专场招聘等活动上百
场，签约招聘各类人才超过5万人。特别是今年来，我市
举办多场“满天星”行动计划专场招聘，组织700多家软
件企业走进市内多所高校开展“双选”，与众多学子达
成就业意向。今年前三季度，我市新增软件从业者7万
人、累计达到32万人，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积蓄了蓬勃

力量。
在重庆仙桃数据谷，通过集聚1400多家软件企业，目

前园区汇聚8000多名软件人才。“包括我自己在内，公司
有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沿海来渝的。”仙桃数据谷入驻
企业、从事汽车软件研发的中科创达（重庆）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茂兴说，在“满天星”行动计划带动下，重庆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软件人才来渝发展。

按照“满天星”行动计划，到2025年，全市计划新增20
万名软件从业者。为实现这一目标，当前我市正加大软件
人才本地化培养，实施校企共建软件产业实习实训基地。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市建成市级特色化
示范性软件学院10余个、市级软件人才实习实训基地近
20个。当前，全市已形成年培养8万名软件人才的培训能
力。

“满天星”行动点亮人才“星星之火”
相关新闻>>>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