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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庆市科技创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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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稳链补链强链
产业生态更加完善

8月，在涪陵白涛工业园新联峰实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全新的自动化生产线
正加速运行。“这是我们刚刚升级的第三代自
动化生产线，融入AI智能监测设备后，生产
方式全新一变。”据重庆新联峰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朝谢介绍，通过这条全国首个AI智
能生产线，产品成品率由过去的90%提升至
99%。

作为华峰重要下游氨纶纸管供货商的新
联峰，它的创新提升直接带动了以华峰为龙头
的涪陵新材料产业升级。而新联峰的变化只
是涪陵狠抓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稳链延链
补链强链，加速形成发展新动能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立足工业大区、制造强区的产业
创新特色优势，涪陵正深入实施“科技招商”
行动，发挥产业链创新链“双长制”作用，培优
新兴产业规模，扩大传统产业优势，补齐关键
领域短板，推动产业集群能级提升。

“一方面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
精深加工转变，拉长产业链条，向高端进军，
增强产业链韧性；另一方面紧盯国内行业知
名企业，引进一批具有带动强、投资大、科技
含量高的项目，建强产业生态链。”涪陵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此涪陵产业生态实现
全新升级。

传统产业优势再造——成功打造太极科技
创新中心，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药物大
品种关键技术攻关”获全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
重大专项支持；华兰生物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市
场占有率全国第一；榨菜种质资源基因库加快建
设，成功培育全国首个高山青菜头品种。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华峰、万凯为
代表的聚酰胺、聚氨酯、聚酯三大新材料产业
创新链条延链补链强链，已聚集规模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27户，拥有发明专利超300件，
产值超1200亿元；以鑫源、卡涞为代表的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轻量化部件产业集群，
已汇聚高新技术企业7家，规上工业企业4
家，“专精特新”企业3家，双百企业2家……
两个千亿级产业家底越来越厚。

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创新循环。涪陵以全
国新一轮产业转移为契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正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成果转化更加高效

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环
节。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位于涪陵临港经济区的重庆上甲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成功一例。2008年落
户涪陵以来，该企业先后与中南大学、重庆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长江师范学院深入开展产
学研协同创新，采取联合研发和委托攻关两
种模式取得自主知识产权40项，其中I类知
识产权21项、Ⅱ类知识产权19项，实现了所
有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并取得突出效益。

“目前公司主打产品锰锌铁氧体复合料
已成为重庆市重大新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
源、新基建、5G技术及尖端武器装备等领
域。”据上甲电子总工程师廖新仁介绍，相关
产品更是占据了全国30%市场，在软磁铁氧
体产业链上游掌握了绝对话语权。

上述案例的出现不是特例。如何转动创
新驱动“金钥匙”，其实涪陵早已找到答案：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推动企业、研究
院、高校、上下游企业融合创新，促进创新与
市场主体紧密结合，助推产业优化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据涪陵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围绕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轻量化
部件、页岩气及清洁能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
现代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该区以企业主体重
点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知识产权合作化、企业研
发协同化等模式，探索开展“企业+”创新联合体
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构建起了一张充满活力的创新版图。

截至目前，涪陵区已推动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28个，
累计开展产学研项目52项，“新一代免疫球
蛋白工艺研发及产业化”“3D光传感芯片关
键技术”等14项成果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实现龙头企业产学研合作全覆盖。

锚定创新主体，提升协作能力。在涪陵，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转
化成了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为高质量发
展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

加快关键要素聚合
创新环境更加优质

“过去企业融资一直是难题，还好有涪陵
科技局的帮助，企业的发展才没有受影响。”
重庆斯托赛克塑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代
祥惠提起涪陵的创新支持力度，点赞不已。

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专门从事设计、生
产、销售“柔性集装袋及内层”的高新技术企
业。过去曾一度因为流动资金缺口大，且无
法提供有效抵押物导致融资难，影响了企业
的发展。直到在涪陵科技局的帮助下，通过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专精特新贷”
经营快贷，该企业获得资金近980万元，支持
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才迎来了改变。“现在企业
发展的信心更足了，也少了后顾之忧。”据代
祥惠介绍，就在最近该企业又将实施“新能源
软包动力电池用铝塑复合膜关键技术”创新
项目研发，完成一项新专利的申报。

“企业发展有信心，正是得益于涪陵持续
加大创新支持力度，营造创新生态的助力。”
据涪陵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为推
动科创能力、实力“双质”提升，该区围绕平
台、资金、人才、机制体制等系列创新关键要
素，推动实施了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过程
支持为目标，产业发展、创新推动、要素保障
等为一体的生态体系。

为将创新资源集成发力，该区持续发力
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细化落实市科技局、
涪陵、长寿三方共建“涪长新材料产业协同创
新区”部署，积极探索推进跨区域产业协同创
新模式。同时，围绕涪陵高新区、白涛新材料
科技城、慧谷湖科创小镇做强平台，构筑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载体支撑。

立足于此，资金保障、人才保障、政策支
持……种种措施接连实施也让这里科技创新
环境为之一新。

如打造“智汇涪州”科创品牌，涪陵率先
建立“科技创新年度事件”“科技创新年度人
物”评选发布机制，探索采取“揭榜挂帅”科研
项目、“带土移植”柔性引才等方式，实现了杜
善义院士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汇聚涪陵；
如创新推出“科创+”金融产品227项，制定出
台“人才新政黄金十条”政策措施，着力锻造
产业创新相匹配的科创人才链条……

厚植创新土壤，健全发展生态。在涪陵，
创新为魂渗入骨血，含“金”量、含“新”量正成
为涪陵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

罗晶 刘玉珮 龙搏
图片由涪陵区科学技术局提供

2023 年，全区科技竞争力排名全市

第5，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全市第一；
高新技术企业209户，新增科技型

企业554户、总数1996户，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44.5亿元、增长10%；新创

市级以上研发机构10个，引育创新人才

团队41个，新增新重庆人才A卡15人、

B卡102人。

工业是涪陵的“金名片”，科创是涪陵
发展的“根”和“魂”。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围绕全市“416”科
技创新布局，着力构建具有涪陵特色的

“1238”产业科创体系，聚焦主导产业提速、
创新主体提量、研发平台提质、创新人才提
能、成果转化提效、科创品牌提塑六个方

面，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体系建设，持续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
涪陵科创整体效能，为重庆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涪陵力量。

——涪陵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业平

【话“新”篇】——

【数说科创】——

近年来，涪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始终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速转化
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转移开放合作，推动科技招商、产学研合作、资
源聚集，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开放创
新生态。

今年上半年，涪陵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评审45户；新增科技型企业256户、“双倍增”目
标完成率达119%；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8.3亿元、增长190%;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达20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在贷余额居全市第3。10项产品上榜重庆市产业技术创新重大新产品
名单、数量全市第2。“国内首个尼龙66全产业链绿色制备技术实现产业化”入选全市十大
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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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市经信委公布2024年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位于黔江高新区的重庆敏
耀粮油等11家企业榜上有名。至此，黔江高新区的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7家。

黔江，是渝东南新质生产力的聚集地。今年以来，黔江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紧盯“建
设渝东南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总目标，突出抓好“双倍增”和“创新报表”两个重点，创新开展
“工业特派员”“科创×产业链”“科技大讲堂”三大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四链”深度融合发展。

创新主体稳步增长
全年目标提前实现

3月11日至16日，全球最大的复合材
料专业展览会——第54届JEC法国复材展
在巴黎北郊的维勒班展览中心举行。作为
参展商的黔江三磊玻纤，在展会上向全球
客商展示了“黔江造”的透明瓦、喷射纱、小
号纱等产品。

作为黔江玻纤产业“链主”企业的三磊
玻纤，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透
明瓦从2018年便开始研发，仅这一个产品
投入的研发资金就接近1000万元。”企业
负责人说。

去年，黔江围绕打造“50亿级玻纤主导
产业集群”目标，指导三磊玻纤建成12万吨
EC-R无碱玻纤生产线。企业产能从8万
吨飙升至20万吨，产能在行业同比位居全
球第十、全国第八。

在黔江，和三磊玻纤一样的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今年以来，黔江新培育科技型企业
65家、获批高新技术企业14家，全区科技
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分别达680家、
60 家，科技型企业“双倍增”完成率为
124%，提前完成市级全年目标任务。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在渝东南的占比高达40%。

同时，黔江推动辖区恒信水利公司成
为规上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推
动黔江区中心医院健康科普基地成功申
报市级科普基地。黔江区双新科技企业
孵化器，也在上半年跻身市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资源要素加速聚集
科创引领产业振兴

4月初，白石镇桑农着急地向镇政府反
映，有近60亩的桑树出现大规模萎缩症状，
找不到发病原因和防治对策。

黔江区蚕业管理总站接报后，立即组
织技术员现场取样。借助市科技特派员平
台，联系到市农科院质标所紧急送检。经
该所对口联系黔江的科技特派员余鸿雁检
测很快确定了原因。

在余鸿雁的建议下，桑农们加强了田
间管理，生病的桑树逐渐开始恢复健康。

人才，是科研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今
年，黔江从市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选派国家

“三区”科技人才和市级科技特派员69名，
围绕畜牧、水果、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已组织开展集中服务活动4场，科技特派员

“一对一”技术服务50余人次。
同时，黔江深入实施“科创×产业链”

行动，聚焦重点发展产业，充分发挥科技项
目引导作用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强化科
技服务指导，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
度融合。强化科技项目引导，开展重点行
业/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征集，向市科技局推
荐2024年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科技项目19
个、申报资金570万元，下达区级科技计划
项目246项。区中心医院成功申报5项市
自然科学专项基金。

科创生态持续优化
科技成果不断转化

“我们不在黔江，银行居然派人专程上
门解决签字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发
展，才对得起这样良好的发展环境。”新近
获得续贷，解决了流动资金燃眉之急的黔
江某科技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这家研发和生产磁软、铁氧体、磁性材
料的科技企业，已累计从重庆银行黔江支
行获得贷款1000万元。此次续贷时，因企
业相关人士不在本地无法落实续贷担保。
银行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外省找到企业相关
人士，完成了担保签字手续。

科技企业的成长，离不开金融服务的
助力。黔江持续深化科技金融服务，今年
已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39笔、4875万
元，累计发放4.38亿元，有效缓解了轻资产
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

优质的金融服务，是黔江科创生态持
续优化的缩影。黔江大力营造浓厚的科创
氛围，成功举办青年学生创新创意大赛、创
业创新大赛和“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全
社会创新活力”2024年黔江区科技活动周
系列活动。成功引进总投资3亿元的尿激
酶提取及周边产品生产项目，“一对一”指
导60家次规上工业企业做好研发投入归
集、科技项目立项等工作。

文/彭光灿 刘茂娇 图/杨敏

黔江将狠抓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提
升，努力实现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以
上。发挥市级引导区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和科研项目引导作用，推动市科技局对口
帮扶科技项目、农产品加工等项目实施；进
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归集指导服务，做到应
报尽报、应统尽统；用好科技创新成效考核

“指挥棒”，引导规上工业企业、非企业法人
单位加大研发投入。

狠抓“创新报表”提档进位。充分发挥
创新报表工作专班办公室作用，落实日常
调度机制，加强部门协作，全力锻长板补短
板，着力在战新产业培育等指标上取得新
突破，特别是战新产业培育方面，努力交出
高分创新报表。

狠抓“双倍增”行动计划实施。进一步
推动相关规划落实，将项目、人才和资金等
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推动企业向科技型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同时持续走访
企业、挖掘潜力企业进入储备库培育，积极
动员后备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争取全
年培育科技型企业100家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10家以上。

狠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策划开展一
批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推动高校、科研
院所与企业开展合作，转化一批高质量科
技成果，培育一批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深入实施“科创×产业链”行
动，聚焦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等重点产业，充分发挥科技项目引导
作用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强化科技服务
指导，助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黔江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
王山河

【话“新”篇】——

重庆衡生药用胶囊有限公司全自动胶囊生产线

重庆三磊玻纤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打包车间重庆三磊玻纤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打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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