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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器械末端快速转换时间小于8秒的手术
机器人，循环水排污水处理能力达160吨/小
时的回收撬装设备……日前，市经济信息委
印发《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
用目录（2025年版）》，有节能环保、新能源装
备等6个大类的209台（套）产品入选。

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作为科技攻关和产业创新相结
合的典型代表，首台（套）装备不仅是制造业
的“脊梁”，更是衡量一个区域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标志。

重庆是国内首台（套）装备保险试点城
市之一，近年来采取系列措施发展壮大首
台（套）装备，带动全市装备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降低创新风险，增强企业
创新动力

首台（套）装备是指经过创新研制，实现
重大技术突破，具有知识产权或国产化制
造，正处于进入市场初期阶段且尚未形成竞
争优势的装备产品，具备高新技术突破、带
动产业发展、市场潜力较大等特点。

我市发展推广首台（套）装备的“重头
戏”是，打好“研发、认定、应用、推广、保险”
等政策“组合拳”。其中，实施首台（套）装备

保险是最大亮点。
市经济信息委负责人表示，创新是企业

发展“第一动力”，但由于前期投入研发成本
高、周期长，以及创新成果市场化转换往往
较慢，企业出现亏损风险较大，存在顾虑。

基于此，我市采取由政府部门牵头、保
险公司设立险种、产品生产企业投保、政府
财政予以补贴、用户企业承保的方式，提高
用户企业购买和使用产品的信心，促进创新
型产品更好地投放市场。如此既能克服产
品投放市场初期的应用瓶颈，又有助于产品
生产企业闯过技术关、市场关，使其创新动
力更强劲。

据悉，首台（套）装备保险实施以来，带
动了一大批首台（套）装备在市场应用端“开
花结果”。

比如，重庆赛迪热工环保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转底炉处理冶金含锌尘泥技术装备”

与某保险公司签署协议后，企业累计获得
1.25亿元产品责任及质量风险保障，极大解
了企业后顾之忧，继而对创新研发有了更多
投入。

“真金白银”惠企，构建
研制推广生态体系

要提升首台（套）装备的供给能力及市场
认可度，首先产品要“有名有份”。为此，市经
济信息委联合市财政局出台《重庆市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管理办法》，截至目前
已开展四个批次的市级首台（套）装备认定。

通过持续搭建首台（套）装备产品研制企
业与市场对接的完整信息渠道，我市正在形
成首台（套）装备“创新—应用（盈利）—迭代
创新”循环，构建起良好的研制推广生态体
系。

去年，市经信、发改、财政等多部门联合
制定《进一步支持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推广应用政策措施》，细化了对首台
（套）装备相关企业实施三类“真金白银”扶
持政策——

资金奖励类，对企业予以首台（套）首购
首用奖励和保费补贴奖励，最高给予500万
元奖励资金；市场推广类，扶持企业定期召
开首台（套）新产品发布会，落实支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参与招标投标、鼓励国有
平台加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采购等政
策；金融扶持类，为市内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产品研制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吸引撬动
社会资本参与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研发、制造和示范应用。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推动首台（套）装备
在研发端、应用端协同发展，实现市场化、规
模化、产业化应用。计划到2027年，全市每
年推出的首台（套）装备突破300个。

川渝联动，开拓首台（套）
装备“蓝海市场”

记者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认
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类产品
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将加速应
用在装备产品领域，推动首台（套）装备加速
绿色化、智能化，这将成为重庆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助力。 （下转2版）

促进装备制造业优化升级

重庆打出“组合拳”推广应用首台（套）装备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
光红）6月1日，记者从重庆御芯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芯微）获悉，该公司独
立研发出拥有全自主IP核的低功耗自组网
物联网系列芯片10余款，目前出货量已突破
1000万片，在智慧能源、智能照明、智慧农业
等诸多领域落地应用。

御芯微创始人黎光洁介绍，IP核是指
可以重复使用的功能模块，可以在芯片设
计时直接使用。在芯片设计领域，IP核的
重要性不亚于芯片生产过程中的光刻机，
堪称芯片设计的“灵魂”。但在过去，
SoC、DSP等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英美等
外国企业手中，IP核市场大部分被这些企
业占据。

在此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企业在设计、
生产芯片时，只能向这几家企业购买IP核，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御芯微自2018年1月成立起，就专注于
低功耗自组网物联网芯片的研发，并为企业
智能化转型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经过持续
技术攻关，公司陆续自主研发出10余款低功
耗自组网物联网芯片。这些芯片全部拥有全
自主IP核，且集成了信号处理算法、组网协

议、低功耗优化等专利，成本比国外芯片低
50%以上。

再加上御芯微自主研发的WIoTa广域
物联网通信协议，其物联网芯片实现了从标
准到产品的体系化自主可控，具有低功耗、
低成本、大覆盖、大连接、高安全的优势，可
灵活部署并支持高度定制化，满足不同场景
的物联网应用需求。

截至目前，御芯微的低功耗自组网物联

网系列芯片已在智慧商业、智能照明、智慧
能源、工业物联网、智慧农业等物联网应用
领域落地应用，累计出货量突破 1000 万
片。比如，公司在重庆、四川等地落地了智
慧养猪、电子价签、智慧照明、家庭智能设备
联动等近百个项目。其中，为成都城投、重
庆两江城投、四川能投等打造的照明节能项
目，创新采用能耗管理专利算法，节能效率
达40%。

打破垄断 渝企自主研发10余款物联网芯片
出货量已突破1000万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李志峰

5月29日、30日，本报连续刊
发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从‘老
物件’洞见科学家精神”系列全媒体
报道，讲述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重庆文理学院老一辈科学家的
感人故事，以及学校对科学家精神
的薪火相传。整组报道在社会各界
引发热议。

《法学教育家李昌麒的“法治初
心”》讲述了著名法学教育家、中国
经济法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
一、原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
学）教授李昌麒的事迹。

“一大早，我们就把重庆日报的
详细报道转发到李昌麒老先生弟子
微信群，大家纷纷表示‘这就是我们
应该追的星’。”西南政法大学经济
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治告诉
记者，读了报道后，李昌麒老先生的
学生们再次为恩师的家国情怀和执
着精神感染，表示要秉持老先生的
这份“法治初心”，把学问做好，把学
生教好，为国家培养一批高素质法
治人才，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尽自己
一分绵薄之力。

《涂铭旌院士的“涂氏PPT”》
讲述了80岁高龄仍来到重庆文理
学院开启人生“第三次创业”的我
国知名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涂铭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
事迹。

“重庆日报的报道具有高度的
思想性、新闻性和可读性，充分展
现了涂铭旌院士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高尚情怀和勇攀高峰、敢为人
先的科学家精神。”涂铭旌的弟子、
重庆文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院长阮海波被文中老先生在
青年时期写下的入党志愿书这一
细节深深打动。在他看来，这一

“老物件”生动诠释了涂老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结
合的精神追求。

这篇报道让重庆文理学院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
也受到巨大鼓舞，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学院学生深受触
动，更加坚定了传承涂铭旌院士精神，在材料领域钻研探索
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秉承涂铭旌院士‘大爱无疆、科教报国’
之精神，聚焦光电材料与器件、高端装备材料等关键领域，
紧密围绕地方产业需求，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产
业发展方面精耕细作，努力实现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培养
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及产业升级提供更有力的
科技支撑。”阮海波说，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要在实验室里
继续传承下去。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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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
乔 实习生 马厚雪）近日，重庆市人力社
保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
联合印发《关于调整优化我市创业担保贷款
工作的通知》，通过“提额度、给补贴、降成
本”，进一步降低创业融资成本。

通知要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30
万元提升至5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额度从
400万元提升至600万元；合伙创业的个人
贷款额度从33万元/人提升至55万元/人，

贷款总额提升至600万元。更高的资金支
持力度，将有效缓解创业资金压力，为创业
梦想注入强劲动力。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

政部门给予最高0.5%/年的担保费补贴。以
贷款50万元为例，每年可减少2500元担保
费。同时规定，展期、逾期贷款原则上不享
受补贴，既激励创业者诚信履约，又保障财

政资金精准支持优质项目，实现政策效益最
大化。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重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已取得亮眼成
绩。2019年—2024年，全市累计发放贷款
331亿元，直接扶持18.5万人创业，激发创业
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此次政策优化，是重
庆深化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将进一步加大对创业主体金融支持力度，

“贷”动创业促就业。

提额度、给补贴、降成本，最高可贷600万元

重庆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6月1日，
香港第三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展销会举行，来自重庆
潼南的特色蔬菜展区人头攒动。鲜嫩水灵的黄瓜、青翠欲滴
的辣椒……“潼南绿”系列农产品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和采
购商驻足。

“‘潼南萝卜’等作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在香港有很
大的市场，与我们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在现场，采购商
对“潼南绿”农产品品质表示了肯定，与潼南多家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

从涪江之畔到香江之滨，这场跨越上千公里的“双向奔
赴”，是潼南主动“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西部绿色菜都”，蔬菜是潼南极具辨识度的城
市名片。目前，该区已形成涪江流域20万亩大宗蔬菜生产
区、琼江流域10万亩设施精品蔬菜生产区、浅丘陵地10万
亩季节性蔬菜生产区三大功能区布局。去年，该区蔬菜鲜销
量210万吨、居重庆各区县第一。

近年来，潼南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大力实施“潼越山
海”计划，全方位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加快
完善“公铁水空数”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加力推进双
江航电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重点项目，为产品出
海铺就“快车道”；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自
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架起联通
国际的“立交桥”。

去年9月，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潼南柠檬交易体验
中心正式投用，打开了潼南柠檬全新的国际市场空间；
今年4月，潼南柠檬首次通过跨境公路班车实现冷链鲜
果对越南直供；同月，潼南首家供港澳蔬菜种植备案基
地正式挂牌，让潼南的“菜园子”与港澳的“菜篮子”紧密
相连。

如今，越来越多的“潼南造”“潼南产”跨越万水千山，走
向世界舞台。今年一季度，潼南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
4.2亿元。

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潼南将持续扩大鲜销柠檬和高
附加值爆款加工产品生产和出口，推动更多“潼南造”“潼南
产”跨越山海，打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新空间，以更高水
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潼南绿”抢滩香港市场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
销售额突破 1万亿元

截至5月31日▼
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

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约1.75亿份

其中▼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申请量达412万份

4986.3万名消费者

购买12大类家电产品

7761.8万台

5352.9万名消费者

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

5662.9万件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650万辆

家装厨卫“焕新”

5762.6万单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6月1日晚，“魅力重庆”无人机灯光秀
在长江、嘉陵江交汇的朝天门江面上空激
情上演。

当天的无人机灯光秀为孩子们准备
了特别的节日礼物。大量无人机从南岸
弹子石广场腾空而起，于夜色中不断变换
组合，除了一幅幅展现重庆独特魅力的画
面，还有孙悟空、哪吒、大熊猫等流光动
画，在夜空渐次铺开。瑰丽的光影艺术，
让市民和游客惊叹连连。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无人机灯光秀
童趣满满

据新华社

对首购首用首
台（套）装 备 的 企
业 予 以 奖 励 和 保
费补贴奖励，最高
500万元

资金奖励类

扶持企业定期召开
首台（套）新产品发布
会，鼓励国有平台加大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采购

市场推广类

为市内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产品研制企
业提供融资服务，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装备研发、制
造和示范应用

金融扶持类

重庆对首台（套）装备相关企业实施三类扶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