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3月14日，铜梁举行深入推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辰储能)、重庆金汇能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汇能）等新
型储能产业链上的企业代表坐上主席台，占
据了C位。

会后不久，铜梁区委主要领导就与海辰
储能等新型储能产业的企业代表一起，前往
北京拿订单、拓市场。

铜梁高新区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4年，铜梁新型储能产业产值超过80亿
元。

“我们正全力打造‘最懂企业的营商环
境’，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建
设西部新型储能产业新高地。”铜梁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已聚集12家以新型
储能为核心的新能源新材料相关规上工业
企业，10平方公里的新型储能产业园初具
规模。

零基础却“抢”到“超级独
角兽”130亿元投资

铜梁能从零起步，跑步入局新能源黄金
赛道，源于海辰储能的落户。

与铜梁接触短短48天后，海辰储能便
决定在这里投资130亿元，建设西南智能制
造中心及研发中心。

签约仪式上，海辰储能相关负责人极为

感慨，“整个过程，铜梁招商团队带着满满诚
意，展现出极强的专业性、精准性、针对性，
对储能行业的认识准确又深刻。他们特别
清楚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未来在哪里。”

铜梁为何会瞄准海辰储能？
“随着《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

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
家政策相继出台，储能行业迎来了春天。”铜
梁区相关负责人说，虽然厦门海辰储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才成立，却是业内的

“超级独角兽”，企业坚持从材料、工艺、装
备、电芯、系统等各个层级布局前瞻技术和
产品工具箱，如今在全球申请专利数量超
3900项，2024年实现总营收129.17亿元。

在获悉该公司计划在西南投资布局的
信息后，铜梁招商团队抢抓机遇，前后修改
了几十个版本，最终形成近200页的项目承
接方案。

当这份方案出现在厦门海辰储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时，引发了公司高层的连连惊
叹。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总经理叶蓁告
诉记者，“当时就觉得，铜梁似乎比我们自己
更了解我们的企业！”

在48天的反复磋商中，一张蓝图逐渐
铺开——年产56GWh新一代储能锂电池
及22GWh储能模组生产线，以及储能电
芯、储能模组、BMS、储能集装箱及系统集
成和研发中心落地铜梁。

海辰储能还率先在重庆基地布局自主
研发的第四代高效率锂电智能制造产线，制
造效率提升30%、自动化水平提升26%、制
造成本降低 25%；推出全球首款千安时
1175Ah电芯和大容量储能系统……

以海辰储能为龙头牵引，目前铜梁已构
建起涵盖负极材料、铝箔、隔膜、结构件等新
型储能全产业链条，千亿级储能产业集群正
加速形成。 （下转3版）

打造最懂企业的营商环境 48天“抢”来行业“超级独角兽”

铜梁从零起步冲刺千亿级西部储能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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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近日，市森防
办印发《关于做好清明和五一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做好源头管控、应急准备、责任
压实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
森林资源安全，全力打好春季森林防灭火攻坚战。

当前，全市气温快速回升，有效降水分布不均，加之清明、
五一假期，祭祀用火、农事用火、踏青旅游等活动交织叠加，森
林火灾风险显著攀升。

《通知》要求加强源头管控，从严审批野外用火，4月1日
起停止松材线虫病疫木焚烧审批。围绕重点设施、重点部位、
重点区域、重点目标和重点人群，全面排查林区、林缘森林火
灾隐患。清明、五一和防火紧要期要增设防火检查站卡，增加
巡护人员，延长巡山守卡时间。

同时，《通知》对应急准备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强调要加
强火险研判，各级各类扑火队伍要加强日常训练和演练拉
练，维护保养装备，前置物资到林区一线，重点时段各级专
业队伍要全员备勤、靠前驻防、带装巡护。

为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通知》明确要求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主体和护林员责任。4
月3日至6日，市森防办将联合多部门组成4个暗访组，分赴
主城、渝西、渝东南、渝东北四个片区开展暗访检查，对责任不
落实、火情处置不力的单位及个人将严肃追责。

我市全面部署
清明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闲置厂房变身创新工场，小面火锅店
成为创意咖啡馆……4月3日，记者从市科
技局了解到，我市布局建设的10个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目前已累计入驻创新创
业团队2887个，引育企业5347家，其中科
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达到 3206
家、412家，有力促进了大学科技成果就近
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

我市已建成10个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

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是相关区县政
府联动大学打造的大学周边优质创新创业
创造生态系统，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
式，整合利用大学周边楼宇、厂房等空间载
体，聚集各类创新要素，旨在促进大学科技
成果就近转移转化，孵化培育优质市场主
体，助力全市经济内生动力提升和产业转型
升级。

2018年以来，我市紧扣大学优势学科

和区域重点产业，首批建设了环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
庆邮电大学、重庆文理学院6个创新创业生
态圈，去年又新建环重庆交通大学、重庆理
工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长江师范学院4个
创新创业生态圈，并明确了升级建设的重点
任务。

“总体来说，就是要紧扣区域重点产
业和大学优势资源，打造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科技服务、校友经济、创新氛围‘五
位一体’生态系统，突出‘四侧’协同推动

‘四链’融合。”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此过程中，10个环大学创新创业生

态圈所在区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围绕载体打
造、成果转化、创业孵化、人才引育等，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永川区出台
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激励政策，对环重庆
文理学院生态圈成果转化项目，最高可给予
500万元的产业化补贴。

同时，区校“双向奔赴”共同成立领导小
组、工作专班，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渠
道畅通、反应迅速的工作机制，实现产业共
育、成果共创、发展共享。比如，沙坪坝区建
立了“一高校一专班”服务机制，北碚区与西

南大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建
设中的问题。

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还积极引入专
业机构开展市场化运营管理，形成政产学研
协同推进的格局。

新投入2.1亿元升级改造
高校周边楼宇载体

原红岩缝纫机厂变为金沙科创园，原鸽
牌电缆厂成为设计创意产业园……在重庆
大学周边，以前有不少老旧厂房、楼宇都处
于闲置状态，经过升级改造后，如今摇身一
变成为创新创业的空间载体。

据统计，过去一年来，10个环大学创
新创业生态圈新投入2.1亿元、累计26.8亿
元，升级改造高校周边楼宇载体，新建科创
平台22个、累计516个，新增楼宇载体面
积 12万平方米、累计 105 万平方米。同
时，推进周边业态调整，让闲置厂房变身创
新工场，小面火锅店变身创意咖啡馆。其
中，环重庆师范大学生态圈聚焦数字产业，
通过调整老校区老旧业态，已新引育软件
类企业45家。

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还紧扣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的全方位需求，新引育概念
验证、技术转移、创业投资等科技服务企
业 58 家、累计 649 家，新聚集科技服务

“陪跑”人员445人、累计3038人，新组建
创投基金12亿元，加快集聚创新要素。

据介绍，一年来，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
圈新入驻创新创业团队326个、累计2887
个，新带动创新创业3832人、累计2.3万人；
通过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产业园区”全链
条孵化体系，新引育企业846家、累计5347
家，新孵化科技型企业207家、高新技术企业
53家，累计分别达到3206家、412家。

此外，各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还大力
发展校友经济，吸引校友回归母校创办企
业，目前已累计引育校友企业537家。

全域推动生态圈提质增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都是代
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将从全域推动环大学创新创业生
态圈应建尽建、成型起势。 （下转2版）

重庆升级建设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
目前已引育企业5347家，将从全域推动“一校一圈”和“多校一圈”建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科技含量满
满的“重庆黑土”，将让全国的土壤变得更肥沃。4月3日，记
者从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获悉，“重庆黑土”生产线日前正
式投产。首条生产线23吨产品质量全部合格，已获得四川、
云南等地的销售订单。

据介绍，“重庆黑土”项目由长春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
重庆德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手建设，全称为“人造有机
纳米碳腐殖质材料或生物腐殖质材料”，有效改善土壤团粒
结构，保水保肥，促进微生物活性，提升土壤肥力，使作物增
产，并能有效降低作物的农残和重金属吸收。并且，其生产
原料来源多样，所有农林废弃物秸秆均可用于资源化循环
利用，可大幅减少化肥使用量，有效解决土壤“薄”“瘦”“硬”
的问题。

目前，“重庆黑土”项目已全面完成从实验室到田间的科
学试验，已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吉林、山西、云南、四川、重
庆等地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性种植，未来五年将在全国推广
1000个以上秸秆处理项目，改良各类土壤1000万公顷。

“重庆黑土”的首条生产线位于潼南区田家镇，可实现秸
秆资源无害化环保处理2万余吨/年，满负荷运转可日产固态

“重庆黑土”60余吨，日产值达15万元。
长春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长丁红昌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一条“重庆黑土”生产线在非全产状态下，一年可消耗废
弃秸秆2万余吨；按400元/吨计算，一条产线就可让当地农
民增收800余万元；重庆本地可利用秸秆达180万吨，仅此一
项，变废为宝的收益就高达7.2亿元。

“重庆黑土”实现量产
能肥田能创收，有望改良全国

1000万公顷土壤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近日，
记者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获悉，一批由联合微电子中心
自主研发的硅光集成光纤陀螺收发芯片下线。这意味着，联
合微电子中心成为西部唯一一家可以批量生产硅光陀螺仪光
学组件的企业。

什么是陀螺仪？联合微电子中心硅光集成光纤陀螺收发
芯片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陀螺仪是一种状态感应器，用于测
量物体的角度和角速度，几乎各领域都有其身影。比如，在航
空航天领域，陀螺仪能精确地测量并控制系统姿态，从而保障
飞行器的稳定与安全；在深海领域，陀螺仪构建的惯性导航系
统，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精准地给出航向、速度以及所在
位置等关键导航信息。

记者看到，一块面积不到0.2平方厘米的芯片上，集成了
数十个传统光纤陀螺器件，其中最小结构的宽度仅为0.15微
米，大约是头发丝的六百六十分之一。

该负责人说，过去，光纤陀螺仪组件主要采用分立光纤器
件进行连接，体积大，生产过程主要依赖于手工熔接，存在统
一标准缺失、集成度低、成本高等问题。

联合微电子中心创新提出硅光的连接方式，利用光刻和
刻蚀等成熟的半导体工艺，将传统光纤陀螺器件刻在毫米级
芯片上，让光信号通过芯片进行连接，经过两年多时间，成功
研制出新一代硅光集成光纤陀螺收发芯片，并在用户方得到
验证。

与过去的光纤陀螺仪组件相比，在保证精度一致的前
提下，该硅光集成光纤陀螺收发芯片可大幅降低尺寸和成本，
支撑光纤陀螺仪在航天航空、深海等高精度产品中的批量化
应用。

这款重庆造芯片既“瘦身”又降本
可为航天航空、深海等领域的高

精度惯性导航装上智慧大脑

4 月 4 日，在位于沙坪坝区的歌乐山
革命纪念馆，市民游客在“小萝卜头”雕像
前参观缅怀。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重庆各红色旅游
景区人潮涌动。众多游客通过参观革命
历史纪念馆等近距离接触历史文物，聆听
先烈英勇事迹，深切缅怀革命先辈，接受
红色精神洗礼。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2版）

红色景区人气旺

位于铜梁区的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资料图片） 通讯员 郭洪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4月4日，记者
从市商务委获悉，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来，重庆
消费市场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一季度全市累计实现政策申报
资金24.62亿元，月均申报量同比增长12.3%，直接撬动汽车
等重点商品消费突破170亿元大关。

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政策实施以来，汽车领域有累计
8.4万家庭实现座驾升级，家电数码产品补贴量达178.2万笔，
家装厨卫换新服务惠及22.5万笔交易。

亮眼成绩的背后，得益于我市实施的三大创新体系。
首先是构建“智慧政务+立体服务”生态，创新建立“1+

4+N”协同推进体系，以市级专班为中枢，贯通市-区县-镇
街-企业四级网络，实现政策执行无缝衔接；自主研发5大数

字化申报平台，整合云闪付、微信等全渠道支付系统，在1360
个服务网点形成“15分钟便民服务圈”，覆盖超2.8万家实体
商户及京东等22家电商平台。

其次，打造“政银企”协同发展新模式，通过12场专题对
接会促成政银企深度协作，撬动市场资金投入达政府补贴的
3倍；成功举办春季惠民博览会等大型活动23场，以及217场
特色促销活动。

此外，我市首创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五进”服务机制
（进商圈、机构、乡镇、社区、小区），组织500家企业提供免费
清洗、以旧折新等增值服务；建立623个标准化回收站点，形
成“旧品回收-新品置换-售后维保”闭环，家电回收利用率提
升至92%。目前，全市已开设超过500个“以旧换新”服务站。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激发消费潜力——

我市24.62亿元补贴撬动170亿元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