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聚科研力量
释放创新活力

科学谷数智科创园 摄/曾诚

“巴山连蜀水，川渝一家亲。”成渝两
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自古以来一衣带
水，一脉相承。随着不断加速推进建设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座城市变得“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发展新格局中共同
谱写新篇章。

相互赋能、双向发展，并非仅体现在
大项目、大工程上，川渝两省市通过提升
高频民生事项服务效能，加强社会治理合
作，不断增进两地群众民生福祉。

以西部（重庆）科学城为例：就携手四
川方面共同推动“金熊猫”人才卡与“金凤
凰”人才卡同等互认，“68+N”项人才服务
实现异地共享；携手成都高新区率先开展

“一业一证”跨省通办业务，实现餐饮、孕
婴等67个行业主题套餐异地办理，获“川
渝通办优质窗口评选活动优秀案例”。

此外，西部（重庆）科学城还在政务服
务和社会事务领域，全面构建“双城”赛
道，持续为企业群众异地办事提供便利，
增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

“这一协议签订后，就可率先实现大
部制基础上的成渝合作全覆盖。政务服
务、就业、社保、医保、体育、残疾人、劳动
仲裁等业务，将全面构建‘双城赛道’，为
两地经济社会各领域全方位交流合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
社会事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这份协议就是重庆高新区与成都高
新区于近日签订的《成渝高新区人力社保
和残疾人事业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社保经办服务等
8个方面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入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就业优先战略，推动社保
提质扩面，营造和谐劳动关系，完善残疾
人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成渝两地高新
区民生保障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高质量
谋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前些天，2024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正
式开幕。在开幕式上，300余株25个品种
的芙蓉花，让人眼前一亮。据成都市植物
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花都是依托川渝
共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
室培育。

该实验室是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与成都市
植物园共建的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
重点实验室。“川渝两地的植物资源极为
丰富，有高等植物一万多种，超过全国总
数的三分之一。”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

究院园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邹世慧坦言，
“要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种植业高质量发
展，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加强种质资源保育、引种驯化、种质创新
与利用极为迫切。”

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相当于种
业的“芯片”，是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的物
质基础。为了守护乡土植物的“芯片”，
该实验室已成功开发“女儿红”、水红木
等乡土植物，保育秋海棠、玉簪等新优品
种，助力长江上游苗木产业格局优化，完
成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升级改造，携手建设“花
样”双城。

作为连通了环境保护和金融创新的
“绿色金融”，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
之一，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对于西部
（重庆）科学城来说，发展绿色金融，同时
还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

去年实现并网发电的西部（重庆）科
学城科学谷储能电站，是西南地区首个百
兆瓦级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可为电网
提供快速灵活调峰服务，为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运营单位中电建（重庆高新区）新能
源有限公司，因企业总部注册地在成都，
项目建设在重庆，在项目投建前期融资贷
款过程中面临金融机构对于异地授信的
审批流程较长、难度较大的问题。针对企
业实际困难，重庆高新区聚焦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将助推“双圈金融联动”与
绿色金融发展紧密结合，与银行高效联
动，开辟联合授信绿色通道，创新推出“双
城贷”金融服务产品，仅在1个月内实现成
渝首笔跨省绿色金融贷款2.87亿元的落
地投放，极大缓解了该企业项目建设的燃
眉之急。

随着越来越多的标志性、可视化成果
相继呈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加速建
成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和新的动力源。

接下来，西部（重庆）科学城要在唱好
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打造增长极上“走
在前”，闭环落实全市“十项行动”“四张清
单”各项重点任务，携手西部（成都）科学
城等平台共同打造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战略性产业备份基地，助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王静 王柯岚

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要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当前，西部（重庆）科学城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总抓手总牵引，紧扣“416”
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科学城”动
力。

在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电子科技大
学重庆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内，一台外形不
起眼的黑色“小盒子”却蕴藏着大能量。

“这是一台太赫兹全固态8K超高清无线
通信系统，已在2023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赛事转播中成功应用。”毫米波技术与系统应
用团队技术负责人牛中乾说，目前，川渝正合
力推进毫米波太赫兹射频技术研发，为6G商
用做准备。

川渝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对重大技术难
点展开联合科研攻关。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超瞬态实验
装置等一大批科研平台陆续落户或投入运营。

随着多所头部平台的投用，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以“城”为家。金凤实验室建成投用以来，
来自四川的魏于全院士、杨正林院士、步宏教
授等顶尖人才加盟科技委员会，李建树教授、
许川教授等杰出人才入驻凤栖湖畔，开展原始

创新和技术攻关。
重庆大学朱涛教授团队获四川院士科技

创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天使轮领投，孵化塔科
智感公司为四川长输管道、航空航天等提供技
术支撑。2020年以来，共向四川转化科技成
果、提供技术服务118项，合同成交额超5200
万元。

今年，西部（重庆）科学城更是明确要加快
超瞬态实验装置同步辐射光源建设，力争在核
心技术攻关和核心部件研发上取得阶段性成
果；新投用国家健康战略资源中心等平台，全
年计划取得引领性成果5项以上。正因如此，
西部（重庆）科学城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积极
引导科研院所发展新质生产力。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正在突破国
产通用型科学计算领域“根技术”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速产业赋能和应用落地。

作为国内微纳传感领域最前沿的科研机构
之一的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微电子研究院，于
2023年11月，顺利完成了净面积超1200平方米
的6吋MEMS晶圆微纳制造工艺中试线建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集成电路创新研
究院，仅2023年就申请了发明专利30余件。

此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领
域等一批川渝联合实验室加快建设……

截至2023年底，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先
后引进北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43个，新取得“兆言”大
模型等引领性成果16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关键支撑和发展动能，经济持续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

放眼整个西部科学城，上万台套大型仪器
设备已经实现开放共享，川渝联合实施的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超过160项。两地围绕集成电
路、智能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联合攻克了一批“卡脖子”难题。

联动优质生产要素
营造良好发展空间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
产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实力。平台项目的密
集落地，让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科技策源地功
能持续显现，更吸引着“孔雀西南飞”。

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研究员刘双翼
曾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回国后选择到西部
科学城创业，成立重庆中科超容科技有限公
司。2021年成功研发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的3.2V双电层超级电容器。“公司刚成立的
时候，就得到科学城产业引导基金融资支
持，引进一批博士不仅有奖励补贴，还配套
项目经费。”刘双翼说。

为进一步落实“支持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技
术转移成渝中心，集聚培养高端人才和创新团
队”任务，科学城拟同高校及科研院所三方高
水平共建成渝（重庆）技术转移学院。学院将
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人才集聚、智力服务于
一体的科创金融与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项目
转移转化的示范高地，助推成渝地区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不光有人才基石，加强对科技创新领域
的金融供给，将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

成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向“新”而行的重要一
环。

位于金凤城市中心的西部创投中心，作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深化落实《成渝共建西
部金融中心规划》部署要求、加快打造西部股
权投资基金发展高地的重要抓手，于2023年
10月获市政府正式授牌；将加速推进创投生
态聚集，打造“资本+产业”双轮驱动引擎。

一直以来，西部（重庆）科学城积极落实新
发展理念，推动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积极探索
金融支持地区发展的有效模式。不断聚焦金
融创新、健全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在优化金融
模式、创新金融产品方面频出实招。科学城联
合银行、重庆科学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推出创
新积分贷，上线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将辖
区内注册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等
纳入积分贷试点，设置差异化赋分标准及评价
体系，形成企业创新积分，帮助企业解决融资
难题。

如今，西部（重庆）科学城正致力打造政
府、机构、市场、企业、人才各司其职、协同一
体、良性运作的科技金融生态，着力构建“股
贷债保”联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的金融支撑体系，进一步汇聚优质股权投资
机构、科技创新项目，带动人才人气聚集、形
成示范效应，精心做好资金、政策、创新创业
等各项服务保障，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创
投高地。

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给出的定位，西部金融中心未来将建成立
足西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中心。根据这
一定位，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在着力打造在
国内外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金融中
心。

去年底，西部（重庆）科学城引进双城（重
庆）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以支持各融资主
体化解债务风险，助力向“产业+金融”转型，
提升川渝地区直接融资规模为己任，推出“双
城增信通”品牌。主动对接川渝两地信用服务
市场需求，充分发挥信用风险“防火墙”作用，
创新推出“双城增信通”品牌，支持各融资主体
化解金融风险，助力川渝金融协作。

今年初，该公司实现业务开门红。以一季
度获得四家主流评级公司的AAA主体评级
为基础，累计融资规模超50亿元。

做实做细服务
共创高品质“双城生活”

金凤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开展工作 摄/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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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 擂响“奋进鼓”唱好“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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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气蓬勃的西部（重庆）科学城 摄/曾诚

近年来，重庆、四川携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重庆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

总牵引，携手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向着“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标加速迈进。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西部（重庆）科学城明确，将闭环落实全市“十项行动”“四张清单”各项重点任务，携手西部（成都）科学城等平台

共同打造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朝着既定目标加速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