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日，新年第一天。
早晨7点，1000多名工人已经抵

达两江新区两江协同创新区，开始了
新一年的工作，现场响起了各种大型
机械的轰鸣声，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建
筑工人三五成群专心地劳作，遍布工
地每个角落。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常务副
主任韩恺、两江协同创新区公司董事
长王飞、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
EPC项目部总工程师高威相约来到两
江协同创新区，督查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建设进度。

“开工至今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已基本完成土石方外运，现在正
进行创新中心主体施工，一定赶在今
年6月封顶，保证年底交钥匙。”高威
在现场立下“军令状”。

“太好了，我们已有280人的研发
团队过来了，今年将在这里招研究生，
年底能入驻正是时候，这里将成为我们
除北京本部以外最大的校区。”韩恺表
示，北京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也力争赶
上“两江速度”，加快科技研发和人才聚
集。

“工程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来施工，
特别是实验室部分必须达到校方要
求，丝毫不差，如有什么情况告诉我，
我来协调。”王飞说。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年第一
步，两江新区的步子迈在了创新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21年要
抓好的重点任务中，首先提出要‘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也把‘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
新’放在今年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
两江新区正围绕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和重庆智慧之城，联手天府新区，深
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
力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两江协同创新区作为新区、乃
至西部科学城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
必须拿出‘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
决战’的气魄，加速推进，高水平建
设。”两江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说，
加快科技创新，是两江新区今年和

“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号工程”，也是
首要工作，必须争分夺秒。

两江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表
示，两江协同创新区必须在加强协同
创新上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将科
技创新摆在首要地位，坚定不移推进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深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重庆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科技创新中心。

1月1日，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现
场，尽管是寒冬腊月，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联合产业孵化基地、日月
同辉创新馆等各大科创平台仍在紧张
施工。

联合产业孵化基地作为两江协同
创新区首个聚集多个高校创新平台的
物理载体，占地面积约170亩、建筑规

模约22万平方米。
2020年10月中旬才刚刚动工的

项目，如今施工现场已经初具雏形，数
个工区同时加速施工，多个安装完成的
塔吊矗立在偌大的施工现场，显得格外
醒目。一批钢筋材料已经运抵现场，为
即将全面推进的主体施工做储备。

不远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紧张
施工，桩基浇筑、砖胎模砌筑、底板钢
筋绑扎、底板浇筑……整个施工现场
一片繁忙，挖掘机、钻孔机、运输车等
数十台机械设备来回穿梭。

“入驻两江协同创新区的科研院
所多数还只能在过渡用房办公，我们也
希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工程进度，为重庆的科技研发贡献一份
自己的力量。”中建科工联合产业孵化
基地项目的测量主管杨山锋说。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入驻长
春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
学、吉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
等近10所高校的科研实验平台，涵盖
40余个科研团队。

日月同辉创新馆则已进入了最终
冲刺阶段，在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碌着
构件校正、管沟及隔墙砌筑、补漆、防

火涂料喷涂等作业，该建筑GRC定制
化幕墙“外衣”即将完工。

“2020年初，中建三局牵头建设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不惧艰险挑
战，不计生死得失，展现了‘听党召唤、
挺身而出、团结奋斗、使命必达’的精
神，分别用10天和12天建成两座医
院。如今，我们将‘两山’医院建设精
神发扬到日月同辉创新馆的建设当
中。”中建三局安装公司副总经理莫世
扬表示，该项目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队
伍有许多人参加了“两山”医院建设，
他们把“两山”医院建设精神也带到了
项目上，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据了解，中建三局先后投入近300
名劳动力，增加5台施工设备，狠抓生
产建设，确保各项节点按时完成。15
名管理人员和工人开展“抗疫情、抓生
产、保目标、比贡献”劳动竞赛，助力重
庆两江新区加速建设。目前，项目已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现在项目团队还在日
夜奋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目标。

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长
臂挥舞的挖掘机，川流不息的工程
车，顶着严寒奋战的工人……北京理
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现场同样是一
片繁忙的建设场面。

截至目前，该项目1—4号工区施
工同步推进，其中，2号工区已完成独
立基础浇筑，3号工区已完成基础混凝
土及地坪垫层，1号工区土石方开挖愈
90%，4号工区土石方开挖约35%。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
方式，即在工厂内制作好建筑用的构
件和配件，然后运至施工现场像“搭积
木”一样组装起来。项目的楼栋混凝
土结构部分的柱、梁采用现浇，大部分
楼板采用预制混凝土叠合楼板，框架
柱则采用高精度模板。

为推动工程进度、保证施工安全
及施工质量，两江协同创新区公司针
对日月同辉创新馆、西工大重庆科创
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项目成立了“党
员攻坚组”，要求党员干部要敢于在一
线打头阵、当先锋、作表率，勇于承担
急、难、险、重任务，发挥党员模范作
用，创造性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工作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除此之外，明月创新坊即将揭幕、
明月湖环湖步道初步建成、明月湖旁
栽种了百万株郁金香和洋水仙……从
偏郊之地到智慧之城、创新之城的渐
趋崛起，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质生
活示范区的美好图景正徐徐展开。

“要把两江新区最美的地方留给
创新、创业。”两江新区管委会主要负
责人说。

明月山下明月湖，自然山水加持
创新动力。截至目前，两江协同创新
区已引进大学、大院、大所累计达30
家，建成科技研发平台40余个，导入
各类高端人才800余人，获批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1家、市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授牌10家，获批市级新型
高端研发平台14家，占全市82%。

产业方面，两江协同创新区推动
长安、京东方等10余家企业，与入驻
高校院所达成产学研合作，培育孵化
企业36家。

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创新资源
和要素的集聚高地，成为促进大学、大
院、大所联合开展协同创新的合作高
地，成为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及
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021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一
年，两江协同创新区将积极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
聚焦“两中心两地”精准发力、强化措
施，按照加强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
个协同”要求，坚持以“科创+产业”为
导向，抓紧推进招才引智、规划建设、产
业发展、平台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位于两江协同创新区的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正在加紧建设。 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火力全开”。

两江协同创新区“创新Σ空间”

新年第一步迈在创新上

“十四五”开好局 两江新区加速打造“智慧之城”

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引入30家大学大院大所
坚持用“四个协同”建立创新生态

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

田飞 赵鹏
图片由两江新区管委会提供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
要任务之一。

两江新区将深度参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重大战略机遇，
紧扣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
之城定位，围绕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
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目标，坚
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走

“科创+产业”发展路子，发挥重大产
业平台的旗舰作用，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两江协同创新区，切实增强科技创
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全球资源配
置功能。

截至目前，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引
进大学、大院、大所累计达30家，建成
科技研发平台40余个，导入各类高端
人才800余人，推动长安、京东方等10
余家企业与入驻高校院所达成产学研
合作，培育孵化企业36家。

产业协同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2020年12月23日，两江新区与
合肥工业大学签署项目协议，合肥工
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正式落户两江协同
创新区。

研究院将重点围绕两江新区产业
发展规划，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和大数据及信息服务等领域，开
展应用技术研发、成果转移、项目孵化、
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推
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
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

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
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纵观两江协同创新区引进的大
学、大院、大所，全部围绕新能源及智
能汽车、机器人及高端装备、航空航
天、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信息、空间
通信、人工智能、新型材料、生命科学
等两江新区重点产业。

以两江协同创新区为重要平台，两
江新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双链”深度融合
的“科创+产业”道路步履铿锵。

以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
的云大脑5G多功能无人车为例，采
用激光雷达和机器视觉相融合的感
知定位，实现智能决策规划与精确控
制，目标识别率大于99%，定位精度
为10厘米，车辆位置控制精度为厘
米级。

由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研发
的飞秒激光器则应用于光纤/固体放
大器种子源、晶圆切割、多光子激发等
多个领域。据悉，华东师大重庆研究
院致力于新材料、新能源、精密仪器的
研发和使用，已孵化高新技术产业重
庆华谱环保科技公司，主要从事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实现量产面世。

与此同时，两江协同创新区推动
长安、京东方等10余家企业与入驻高
校院所达成产学研合作，培育孵化企
业36家。

同济大学重庆研究院扎根两江
协同创新区后，与中国船舶集团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正合作开发机组功
率10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及开发
风电制氢技术，积极拓展海上风电产
业链。

人才协同
孔雀开始“西南飞”

人才是第一资源。瞄准打造高端
人才聚集地，2020年6月，两江协同创
新区开展全球“云引才”活动，首场推
介便发布优质岗位1600余个，收到简
历近3万份。

8月举办“2020智能C端科创训
练营”活动，开发出9款饱含先进技术
与创意灵感的智能C端产品。

9月，与重庆大学、松山湖国际
机器人产业基地合作的明月科创实
验班正式启航，探索构建由“青少年
科创教育-高校新工科教育-国际科
创学院-国际科创基地-科创基金”
等关键链条组成的明月湖科创体系，

以“年轻人+新产品+核心技术”的模
式为方向，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创
造，让两江新区真正成为年轻人“敢
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三
梦之地”

据统计，两江协同创新区目前已
引进创新人才800余人。其中，诺贝
尔奖获得者1人、院士12人、杰出青年
10人。

在如今的两江新区，以长安汽
车、零壹火箭、迪纳利医药等企业对
高层次人才强劲需求为代表，这些
人才正在大数据智能化、生物医药、
汽车等产业中不断作为，产业链与
人才链同频共振的理想局面正在加
速形成，为两江新区打造高质量发
展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提供
坚实支撑。

生活协同
国际高端社区配套留住人才

“两江协同创新区是一座城，它不
是一个普通的产业园区，这里聚集有
高端产业、前沿科技和最优生态。”在
两江协同创新区公司总经理张中看
来，人才在这里，不仅可以更好工作，
更能长久留下来、住下来。

两江协同创新区正在建设320万
平方米创新载体、各类配套服务设
施。明月湖智慧酒店及融合创新中心
作为重要配套之一，主要为入驻的机
构提供教学、研究、成果转化及公共服
务配套使用，包含智慧酒店、商业餐
饮、综合服务部等。

“现在，已有融创等多家品质房企
进驻打造，将在高端居住、商业配套等
多方面发力。”张中表示，未来，整个两
江协同创新区将以龙盛片区为支撑，
形成完善的高端配套体系，包括打造7
个产、学、研、生活功能混合组团，配置
城市、组团、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体系，
为科技人群提供包括国际化交往、科
技转化、医疗健康、基础教育、生活配
套等全方位服务。

不仅如此，两江协同创新区还积
极开发智能化应用场景，初步建成投
用智慧园区一期管理平台，试运营首
期车路协同示范线。

生态协同
促进科技、人文、生态相互交融

明月山与长江山水相连，明月湖

碧波荡漾。两江协同创新区可谓“一
半山水一半城”。

为生态“留白”。根据景观规划方
案，两江协同创新区将构建“一带、六廊、
多点”的生态系统体系，修复并复育原有
稀疏植被林地，建立立体的山林、水域、
台地、城市四大类生态环境圈群落。

同时，依托明月山汇入的自然溪
水及原生山林地貌，践行立体海绵管
理系统，创建“一个明月生态湖，六种
水环境景观”的生态水系统模式。在
两江协同创新区域内，立体蓝绿生态
空间将占据7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
到50%以上。

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未来，两江
协同创新区将全部实现“公交+步行”绿
色出行，搭建公共空间全覆盖的“5分钟
科研生活圈”“10分钟生态体验圈”。

不仅如此，两江协同创新区将在
营造科技创新生态上发力促进科技、
人文、生态相互交融，为创新创业营造
良好环境。

两江协同创新区已成功举办2次
智汇两江·明月湖创新科技成果推介
会，共推出科技创新成果近200项，举
办或承办首届明月湖创新论坛、智慧
城市高端论坛、首届中国高校（重庆）
校友论坛等活动，邀请国内顶级专家
为重庆及两江新区建设智慧之城建言
献策。此外，两江协同创新区还搭建
孵化培育平台，注册成立两江协同创
新科技孵化有限公司，联合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东部中心共建沪渝协同创新
中心，整合科技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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