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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加快
建设的背景下，
我市正举全市之
力、集全市之智，
高标准高起点建
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
区。

这座科学之
城、创新高地的
核心区，正是重
庆高新区直管
园。

一年来，重
庆高新区以主城
西部槽谷为主战
场，以“高”“新”
为底色，加速成
渝两地的优势产
业合作、创新资
源共享、全球资
源链接等，在唱
好“双城记”、建
好“经济圈”以及
重庆“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中勇挑
重担，积极作为，
不断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提供创新动能。

东衔中梁山、西揽缙云山、南接长
江、北拥嘉陵江——两山两江之间的

重庆中心城区西部槽谷地带，正在建
设一座面向未来的科学之城。

这座城是西部（重庆）科学城，而
她的核心便是重庆高新区直管园。

今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

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市委、市
政府迅速行动，作出高水平建设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重大决策。

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的战
略平台，升级后的重庆高新区以崭新
的姿态，以西部槽谷为主战场，更加突
出前沿科学研究、先导技术创新、科技
引领功能，在唱好“双城记”、建好“经
济圈”以及重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既要突出‘自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
的事情，建好西部（重庆）科学城；也要
体现‘利他’，加强统筹协调，以西部
（重庆）科学城为载体，积极融入‘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加强与四川对接联
动，整合周边高端资源要素，使创新成
为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高新区将着力点聚焦在“五
个科学”（科学教学、科学研究、科学实
验、科学设施、科学机构）、“五个科技”
（科技人才、科技企业、科技金融、科技
交易、科技交流），以夯实“高”和“新”
的气质底蕴，不断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提供创新动能。

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东风，高新区发展站上了新起点。

就在今年3月，西部两大国家级
高新区——重庆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
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共话“双城新蓝
图”，共谋“两地新合作”。

根据商讨，重庆高新区将携手成
都高新区，重点围绕优势产业合作、创
新资源共享、全球资源链接、共建共赢
模式探索、重大功能性平台打造5个
方面，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

一个月后，第二次联席会议转战
成都。双方签署《重庆高新区 成都高
新区“双区联动”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明确了“六个一”的重点任
务，即共建“一城”（西部科学城）“一
廊”（成渝科创走廊）“一高地”（全国新

经济示范高地）“一区”（西部创新创业
引领区）“一港”（内陆自贸港）“一机
制”（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以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积极响应共建科技创新中心的合
作，9月11日，来自成渝两地的60余
名专家学者、科技企业高管等统一战
线成员齐聚重庆高新区，开展“唱好成
渝双城记、共绘高新同心圆”建设交流
活动。

两天时间里，他们走访了重庆高
新区代表企业、爱国教育基地等，并召
开了成渝高新区统一战线赋能“成渝
双城经济圈建设”主题论坛，一起为西
部（重庆）科学城发展建言献策。

类似的成渝互动，今年在重庆高
新区频频展开。紧密的沟通交流，搭
建了桥梁、奏响了合唱，也结下了共赢
发展的累累硕果。

“太方便了，没想到短短一天时间
内就能异地领取到营业执照！”6月10
日下午，谭先生在成都高新区顺利领
取了一张特殊的营业执照，意味着他
在重庆的分公司拿到了营业许可，这
是成渝两地高新区探索市场监管一体
化合作后首张异地颁发的营业执照。

今年5月，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将围绕市场
准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监管维权共
创舒心消费环境、执法办案共护公平

竞争环境、改革创新共促高质量发展、
优势产业共建新经济示范区5个方面
探索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

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率先探索
两地互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企业
开办综合窗口，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
办一件事”的市场准入服务系统，推动
营业执照异地互办互发。

这意味着重庆市民若注册开办成
都高新区企业，只需在重庆高新区提
交办理证照的材料，即可在当地领取
成都高新区的营业执照；反之亦然。

和谭先生一样，一直有着成渝情
结的王晓鹏也在今年享受到一体化带
来的便利。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王晓鹏一直在
重庆高新区工作，社保、医保也都是在
重庆高新区缴纳。之前因为两地政策
有所差异，就医、就业、社保等常常会
遇到很多不便。

6月5日，重庆高新区和成都高新
区再次牵手，签订了《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合作》等协议，推动双方构建社会
事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由此，重庆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
可实现人社信息化“两地通”、招聘求
职“一点通”、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就近
认”、人才流动档案办理“零跑路”、社
保卡“就近办”。

比如，在重庆高新区工作的成都
人，只要在重庆高新区提交相关手续
后，即可获得数百公里之外的成都高
新区信息，免去两地的奔波之苦，有效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通过一体化合作，更多的“成渝一
家亲”不断上演——

4月，总规模300亿元的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首支发展基金签约落

地，将重点投资于川渝两地集成电路、
智能制造、新型显示、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制造业和航旅、
大健康等战略新兴服务业，以及智慧
城市、新基建领域。

5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商贸
流通职教集团”成立大会在西部（重
庆）科学城举行。该职教集团由重庆
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成都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联合100余家商贸流通领域大
中型企业、20余家行业协会(学会)、40
余所成渝地区职业院校组建成立，将
促进两地商贸流通产教深度融合，加
强学校、行业、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全面
合作，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同样在5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园林科技创新中心”在重庆市风景
园林科学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重
庆高新区在绿色生态园林科研领域将
进一步开展对外合作，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西部（重庆）科学城
生态建设。

此外，两地政法、应急系统互动也
不断升温，推进了执法办案、社会治安
联合管控、政务服务联通共享等20余
项合作项目。

共谋新合作 共话新蓝图

全领域互动 推进一体化

发展动力强
“高”“新”成色足

不断推进的一体化合作，不仅让重
庆高新区的“高”“新”成色更足，更是为
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主轴线
上的西部（重庆）科学城增添了澎湃动
力。

4月，重庆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开工建设。

作为投资约200亿元的重大项目，
该基地将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智能制造，通过整合光大集团金融
与实业资源、光大控股全球智能产业资
源及特斯联全球科技产业链优质资源，
主要建设光控特斯联全球总部、重庆国
家级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重
庆光大人工智能科创公共服务平台等，
打造中国乃至全球顶尖的科技创新示
范区和智能化时代未来之城。

这只是西部（重庆）科学城这个“金
篮子”装的“金鸡蛋”之一。

“当前，重庆正在举全市之力建设
西部（重庆）科学城，越来越多的资源特
别是高端创新资源逐渐向科学城聚集，
是吸引企业落户的首要原因。”重庆高
新区招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就在8月，西部（重庆）科学城招商
引资“百日攻坚”收官。收官当日，29个
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
术、先进制造、大健康、高技术服务四大
高新区主导产业，投资总额达303.1亿
元。这些签约企业中，不乏世界500强、
全国500强、行业前3强及高新技术企
业，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聚效应
进一步凸显。

不仅是知名企业，一批大科学装
置、大科学设施、知名高等院校、国家级
科研平台等高端创新资源也陆续落地，
科学城进一步增添“含金量”。

截至11月底，已实现91个项目正
式签约、正式合同投资额1173.4亿元。

如今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新兴产
业、重点项目随处可见。

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5G通信等
领域应用广泛的英特尔FPGA中国创
新中心；致力于展示科技成果、孵化创
新主题的科学会堂；以“5G·云·AI”方式
助力重庆建设中国计算产业高地的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

宏伟蓝图正在加速实现。以“科学
之城、创新高地”为总体定位，西部(重
庆)科学城到2035年将全面建成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王萃 王静
图片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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