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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近期，市经济信息委面向全市企业、科
研院所及高校等创新主体，围绕“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点建设领域，开展
2025年度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申报，按照

“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原则，全年接受申报。
目前，全市企业层面已建成1个国家

级、11个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系统性推
进全市产业重塑，形成一批制造业“新场
景、新优势、新动能”。

完成实验室创新成果产业化升级

近日，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凤栖湖畔
的金凤实验室，一群科研人员正埋头进行
实验研发。作为重庆首批重点实验室，金
凤实验室正加快建设金凤干细胞中心，培
育标准化病理资源数据库。“只要突破一项
诊疗新技术，就能迅速催生一个‘新星’产
业。”金凤实验室负责人介绍。

企业层面同样“快马加鞭”。
生产过程中有多少能耗？产品精度是

否合规？重庆宏扬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只需坐在办公室，操作智慧管控平
台就能悉数掌握——通过这个平台，企业
产能提高30%，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提供这套平台设备的，是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在渝建立的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
心。作为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之一，目前
它已累计带动上千家制造类渝企“上云”。

在新兴产业领域，重庆也有一批制造
业创新中心快速生长。

例如，面向近年高速发展的低空经济
产业，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等一批
科研院所和企业高校，共建市级“航空航天
精密热加工与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取得一系列应用成果。

“创新中心可以弥补实验室创新成果产
业化的缺失。”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之一、
重庆市高端轻合金制造业创新中心负责人
表示，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通实验室产品产
业化“梗阻”，成为产业升级的“金钥匙”。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重塑产业生态

当前，多家拥有创新中心的渝企正通
过“产业大脑+未来工厂”这一创新路径，
持续重塑产业生态。

走进宗申动力的发动机生产车间，在
忽米网搭建的全产业链创新平台上，操作
工人只需扫描平台标识，系统即自动把复
杂的加工参数匹配到设备上，实现产品标
识化和设备加工定制化。

“这个‘产业大脑’既是对产业发展全
面掌握、分析、研判的‘智慧大脑’，也是为

企业制定发展决策的‘最强大脑’。”忽米网
负责人称，“产业大脑”包含3个维度：在政
府端，可掌握产业动态，以此制定更精准的
产业扶持政策；在产业端，可打通产业链资
源循环，促进要素共享协同；在企业端，可
降低数字化建设成本，方便中小企业低成
本使用相关应用。

目前，重庆已在汽摩、装备等多个制造
业领域布局，探索建立一批“产业大脑”。

“未来工厂”则是由AI应用、数字化装
备等组成的高效率工厂。市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企业、重庆紫光华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该企业“未来工厂”通过数
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了数字化
设计、智能化生产、协同化制造。

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正按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
厂”三级梯次发展，建设一批“产业大脑+
未来工厂”。力争到2027年，建设20个以
上“产业大脑”、20个以上“未来工厂”，推
动一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带动一批特色产业聚链成群

转向、跟车、主动避让行人……近日，
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金凤城市中心，
采用“车路云网图”协同创新技术的智能驾
驶小车正稳定行驶。

这台得益于“车路云一体化”方案的车
辆，是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的研发成果。该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核
心技术板块，推动成立多个科研技术中心，
形成“平台+中心+企业”创新生态体系。

目前，该中心联动一批本地头部车企，
并与中国汽研、招商车研等机构合作，推动
西部科学城集聚智能网联汽车企业60多
家，带动整车、自动驾驶系统等上下游企业
协同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以企业创新中心为“圆心”，带动一大
批未来技术及产品“连点成线、织线成面”，
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是当前重庆推动制
造业协同创新的“主要打法”。

“产业链协同的本质在于通过资源共
享和能力互补，建立‘共生共赢’产业生
态。”长安汽车负责人表示，作为牵头企业，
长安汽车重构产业链关系，联合中汽研等
合作伙伴组建“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创新联
合体”，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并向中小企业
开放实验平台和供应链资源。

同时，重庆围绕整车产业链实施精准
招商，通过引进大洋电机等多个汽车电子
配套项目，推动智能座舱等核心环节“补链
强链”。这种链主企业技术引领、中小企业
协同创新的方式，让全市汽车产业链配套
率大幅提升，带动特色产业“聚链成群”。

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重塑

重庆加速创建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基于智能视觉的晶圆检测装备，加速
高端检测装备国产化进程；具备高速、高精
度等特点的纳米时栅技术，发展成为我国
精密位移测量领域标志性成果……此前，
13家渝企的技术成果跻身工信部公布的

“2024年未来产业创新发展优秀典型案
例”，数量位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

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产业浪潮下，
重庆正“向新”发展“6+3”未来产业：按照
《重庆市未来产业培育行动计划》，我市正
优先发展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6个高成
长未来产业，探索发展脑机接口及脑科学、
光子与量子技术等3个高潜力未来产业。

此前一系列成果的取得说明，重庆在
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构筑竞争新优势方
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产品“向新”
“重庆造”优势产品竞相涌现

“动动手指，尝试握一下拳。”近日，在
我市某医院“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室”，一名
头戴八爪鱼式“头盔”设备的脑卒中患者正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康复治疗。

这台名为“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训练
系统”的设备，基于一种不依赖于大脑正常
输出通路的人机交互技术。当患者产生抓
握意图时，脑电帽会检测到大脑发出的信

号，并通过解码翻译转为特定指令，实现
“脑—机—肌”协同交互，由外骨骼带动手
部进行运动。

“该设备能够为神经受损患者提供新
的人机交互手段，助力康复进程。”设备研
发方、重庆云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这套设备在同行业中率先取得“脑控
机器人产品”认证，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
级首台套核心技术装备”。

脑机接口及脑科学，是当前重庆加快
发展未来产业的写照，一批“重庆造”未来
产业优势产品竞相涌现——

生物制造领域，国内首个全人源IL-
17A靶点药物、重庆智翔金泰自主研发的

“全人源抗IL-17A单抗——赛立奇单抗”
获批上市；先进材料领域，“神舟”飞船、“嫦
娥”卫星等“国之重器”，大量采用西南铝研
发的铝合金材料；低空经济领域，重庆宗申
航发在活塞航空发动机产品领域占据国内
市场份额首位……

生态“向新”
加快建设未来产业发展区

人才是创新的灵魂。近年来，重庆加
大引才力度，通过实施一揽子引才计划、深
化荐才引才奖励，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不断增强。

“重庆的文化底蕴、产业发展空间，还
有对人才的周到服务，让我感受到这座城
市对人才的渴求和尊重。”北京大学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博士后邹程龙对重庆赞不绝
口。

2023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的邹程

龙通过重庆在京举办的引才活动，来渝投
身人工智能在工业制造领域的运用。

人才加速聚集，为培育未来产业生态
提供了机遇。重庆借势开启新探索——建
设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这2
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推进巴南、江津、璧山
创建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区。

“高质量发展未来产业，建设一批产业
承载区是应有之义。”市经济信息委负责人
表示，在两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将分别发展
空天信息和人工智能产业；在3个未来产
业先导区筹建区，将分别以生物制造、前沿
新材料和沉浸技术作为产业发展主导方
向。

重庆重点突出技术创新策源，通过经
信、科技、教育等多部门联动，通过“揭榜挂
帅”持续布局重大技术项目来提升未来产
业的本地策源能力。

此前，重庆启动2025年未来产业创新
任务“揭榜挂帅”，围绕量子科技、原子级制
造、清洁氢3个产业领域进行项目征集。

同时，重庆推动迭代“产业研究院+产
业基金+产业园区”产业生成体系，开展未
来产业企业市外招引征集，精准培育本地
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

打法“向新”
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助推器”

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已明确，重庆怎
样才能跑得又快又稳？

国内，北京围绕未来产业重点编织星
座通信系统，江苏着力布局量子科技，浙江

突出发展类脑智能，四川积极拓展算力基
础设施应用……多地出台一揽子支持未来
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并取得成效，重庆如
何做到“人无我有”？

“要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
重庆必须做好前瞻布局，研究新打法，及时
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项目及产
业链上。”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史浩飞建言。

中试是推动新技术从“样品”转为“产
品”的关键环节，发展一批中试平台是重庆
探索的方向之一。我市重要中试平台之一、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过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率能够达
到80%以上，而没有经过中试的产品产业
化率仅有30%，中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过，新技术孕育、概念验证、中试转
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推动未来产业高质
量发展，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强化全周期
服务保障。

对此，市经济信息委负责人表示，我市
正通过实施“前沿技术创新策源、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优质企业主体培育、未来产业先
导区建设、应用场景牵引、高端创新人才汇
聚”6类行动，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进行探
索。

“未来产业有其发展规律，我们将依托
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未来产业。”该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将锚定“6+3”未来
产业细分领域，深化“四侧”协同“四链”融
合，立足“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产
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未来产业“破土生
根、茁壮成长”。

聚焦“6+3”未来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

重庆“向新”发展 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5月6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为着力破解制约产业
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市科技局日前启动了一批重庆
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重点专项项目申报工作，涉及
生态环境、新能源、公共安全领域。目前，项目申报通
道已开启，相关单位和科研人员可在5月29日18时前
进行申报。

据介绍，重点专项聚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
突出重庆特色优势，关注未来技术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支
持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优秀人才团队，突出“创新性、引导
性、集成性、应用性”。根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
重大（重点）专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重点专项由若干重点项目组成，每个重点项目财
政经费资助强度为100万元—500万元。

此次启动申报的2025年度生态环境、新能源、公共
安全重点专项项目，实行“无纸化”申报，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应当事先通过“重庆政务服务网”
（https://zwykb.cq.gov.cn/？record=istrue）完成单位（法
人）和个人“渝快办”账号注册。具体申报通知、项目指南
信息、申报流程及相关要求，可通过“智汇攻关”链接
（https://zhgg.csti.cn/web/ggzx-xqzj-pc/#/ykb）—项目管
理系统—“通知公告”板块查阅，个人用户使用“渝快办”
账号登录，选择“项目管理”进入项目管理系统填报。

另据了解，日前，市科技局还启动了重庆市技术创新
与应用发展重大专项项目申报工作，包括人工智能、高端
器件与芯片、核心软件、先进制造、生物医药5个重大专
项已经开启项目预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25日18
时。

与重点专项更加突出“应用性”不同，重大专项更加
突出“产品化”，以重大创新产品产出为导向，聚焦我市支
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注重发挥龙头企业、
科技领军企业的主导作用，构建产学研协同、大中小企业
融通的有组织科技创新机制。根据《实施细则》，重大专
项是由若干重大项目组成，每个重大项目财政经费资助
强度为1000万元—3000万元。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2年以来，我市陆
续启动实施5个重大专项和8个重点专项，以行业产业
重大技术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探索完善有组织的科技
创新，加强科技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在一些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上已经取得突破。

据统计，“5+8”重大（重点）专项实施3年来，已累计
支持科技攻关项目611个，总投入超90亿元，其中财政
投入近18亿元，带动社会投入超72亿元。

涉及生态环境、新能源、公共安全

这些市级重点专项
启动项目申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5月6
日，记者了解到，市教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
能赋能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从建立人工智能产教融合育人新机制、构建人
工智能课程体系、推进人工智能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部
署，提升我市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

就如何建立人工智能产教融合育人新机制，《通知》
指出，各职业院校要积极与DeepSeek等人工智能行业
企业开展合作，探索共同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等，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协同育人和校企
人员互派互聘机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理念、知识、方法
和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
校推进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积极整合学
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通过联合开发智能化教学助手、
AI学伴等探索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共同推动专
题大模型开发和垂直应用，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
因材施教。

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专业建设方面，《通知》要求，各
职业院校要加快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将人工智
能知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高学生应用人工
智能的思维、能力和素养；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合理布
局一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嵌入式技术
应用、无人机系统工程等相关专业。

在构建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方面，《通知》要求，各职业
院校要把提升师生人工智能基本素养纳入重要工作规
划，支持各职业院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或学习
模块、“人工智能+”交叉课程，将国产人工智能软件和模
型引入专业核心课程，加快形成“人工智能+”课程体
系。同时，市教委将在新一批在线精品课程遴选中，支持
一批优秀人工智能共享课程。

《通知》还就强化人工智能课堂教学提出要求。例
如，各职业院校要引导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广泛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积极采用智能辅导系统、虚拟仿真实验等人工
智能技术进行教学创新，大力提升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
吸引力；支持各职业院校开发与教学相适应的人工智能
教学工具，探索智能化、创造性和沉浸式的施教形式，满
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在推进人工智能教材建设方面，《通知》明确，各职业
院校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进教材，积
极推动教材内容与人工智能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加快
建设一批交互式、多模态、数字化系列教材；支持各职业
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形态数
字教材。

此外，《通知》还在提升教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
建设人工智能实习实训基地、营造人工智能赋能关键办
学能力提升氛围等方面进行了部署。

市教委出台《通知》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提升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

5月6日，巫溪县马镇坝柏杨河湿地公
园旁咖啡馆，公园良好生态为周边商贩带
来商机。

据了解，柏杨河湿地公园是当地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近年来持续的生态修复以
及步道、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让曾经的荒
滩变成了美丽的湿地。初夏时节，公园河
水清澈碧绿，植物茂密焕发生机，市民茶余
饭后在此漫步，享受美好时光。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巫溪县：

公园良好生态
催生周边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