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CHONGQING DAILY

2021年5月 17日 星期一
责编 屈茸 盛志信 美编 王睿区县观察·璧山

最近，创力国际新
型绿色建材产业园项
目负责人正忙着跟进
产业园建设相关的前
期准备工作。

据璧山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作为今年1
月璧山领衔引入的高
端装备制造重点项目
之一，随着该项目的建
成投用，将进一步整合
市场资源，促进贸易发
展，形成总部经济效
应。

“我们将立足重庆
第二国际机场临空产
业生态区，总投资 70
亿元，建成后形成百亿
级交易市场。”创力国
际新型绿色建材产业
园项目负责人介绍。

栽好梧桐树，引得
凤凰来。近年来，“高
精尖缺”和价值链“前
端”项目不断集聚，与
璧山持续优化创新环
境、完善配套密不可分。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是优
化创新环境的一环。璧山区相继
出台了《璧山区鼓励科技创新二
十五条政策（试行）》《璧山区质量
品牌和知识产权资助办法》，针对
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具体配套措
施，力争在关键技术、关键工艺、
环节等领域取得原创性成果。

“璧山正以深刻的创新基因，
为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璧山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区域发展行进
到拼“生态”的当下，打造创业者
乐园、营造创新者天堂，持续优化
发展环境，让人才乐业安居、产业
茁壮成长，已成为璧山聚力发力
的焦点。目前，璧山区已初步构
建起文化、人才、研发、产业、金融

“五大创新生态”。
其中，针对科创投入高、融资

难问题，璧山创新实施基金引导，
采用“资金变基金”“间接补”“后
补助”等资助方式鼓励企业自主
创新，通过创立、整合工业企业、
中小微企业流动性信用贷款风险
补偿、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
资金、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等“八大资金池”，已累计实
现融资31.6 亿元，支持企业305
家。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近年来，璧山以“近悦远来”为目
标，打造“引育用留”全链条，引才
成效明显。去年全年新引进高层
次人才、前沿行业创新人才1100
余人，居全市前列。

从实验室到车间，从科创平
台到企业园区，从支持企业开展
技术攻关，再到丰富服务、政策
供给，如今的璧山创新主体的内
在力量正在加速蓄积、喷薄释
放，正描绘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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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三链”融合造产业高地 科创攻坚谋发展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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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实现
330.4亿元、增速6%，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44.2%；今年一季度，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76.7亿元、同
比增长19.7%，签约中科曙光等项
目26个、总投资186.7亿元，集中
开工比亚迪动力电池二期扩能等
项目17个、总投资154.2亿元，新
投用项目13个，新增年产值47.2
亿元；与此同时，刀片电池、云巴、
3.25 英寸Micro LED显示屏、柔
性薄膜等热词成为制造业最闪亮
的名片……在璧山，一场由科创
引领的产业新变革争相涌现。

“抓科技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近年来，璧山坚持科创
和产业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
动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三链”融
合，形成科创生态圈，实现经济综合
实力迈上新台阶。

过去一年，璧山全区制造业企
业增至3473家，规模以上达到410
家，实现拥有工信部“小巨人”企业
7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6家，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39
家，总量居全市第五。

智能充电桩、银纳米导电薄
膜、AI广告门禁系统……走进璧
山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中试平
台，只见入孵企业工作人员正加
紧对新产品进行小批量试制生
产。离将产品推向市场，这里只
剩“最后一步”。

重庆大学教授陈显平是其
中繁忙的一员，但不同的是他已
经尝到过成功的甜头。2019年，
他带着研发出的新型半导体芯
片技术落户这里，通过研究院参
股合作，提供中试环节和开发资
金的支持，成功创建了自己的企
业——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不但实现了自
己的技术转换，更让技术成果走
进市场。”陈显平介绍，如今他自
主研发的智能充电桩已成功在
10多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实现
了推广应用。

让创新更好地拥抱市场，陈
显平的成功不是个案。近年来，
璧山从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
搭建、创新要素集聚等工作入
手，加快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
善，打造创新资源竞相涌入的生
态系统。

平台载体建设是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璧山

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对接，布局
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
技基础设施——先后建成重庆
大学璧山先进技术研究院，投用
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创新生
态社区一期13万平方米，启动建
设15平方公里西部（重庆）科技
创新小镇，与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等单
位开展合作。

在政府“有形之手”支持下，
璧山提升产业链源头控制、基础
控制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其中，璧山盾之王公司作为
警用防弹头盔、排爆服等国家标
准的参与制定单位，市场份额占
到了全国三分之一；依托重庆康
佳光电技术研究院，璧山牢牢掌
握Micro LED显示屏关键核
心技术，提交专利申请674件；
比亚迪智汇绿色交通研究院、比
亚迪动力电池全球总部等项目
相继落户……

一张“成绩单”折射出璧山
的发展质量和成色：去年全年新
增发明专利申请量493件，新增
授权量109件，新增PCT（专利
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72
件、位居全市第一。

科创资源的涌入与科技策源
体系的完善，促使璧山在创新驱
动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将科技
红利转化为新产业、新动能。

在机械臂协助下，长 96 厘
米、宽9厘米、高1.35厘米的单体
电池飞快地通过阵列的方式排布
组合到一起，从原材料来料到成
品下线全都是自动完成，任何环
节都没有“人手直接参与”。这是
璧山高新区重庆弗迪生产基地

“刀片电池”生产车间内的一幕。
“将近1米长的极片能够实现公
差控制在±0.3毫米以内、单片叠
片效率在 0.3s/pcs 的精度和速
度，在国际上我们都属于首创。”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无独有偶。去年，聚焦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多个高新项
目相继入驻璧山。其中，联合国
科量子公司项目负责人透露，公
司将与璧山联合开发拓展量子
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共同打造国
家量子通信网络西部运营中心
和量子信息安全托管全国运营

中心，既推动量子信息技术应用
研究，又迭代升级信息安全产业
体系。

“我们正在推动传统产业高
级化、新兴产业高端化，加快建设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
系。”璧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转型升级的浪潮中，一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这里发展壮
大，企业的创新行动也在全面升
级。璧山青山工业就是其中的代
表。去年以来，该企业在多级资
源助力下，先后成立了国家认证
企业技术中心、CNAS（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对标国际一
流零部件巨头同类型产品，加强
技术研发攻关。

“这不但有力提升了产品科
技含量及生命力，还进一步扩大
市场占有率，预计2021年产值将
提升至50亿元，未来将形成百亿
级产业集群。”青山工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和青山工业一样，如今越来
越多璧山企业瞄准产业链高端开
展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与产业
链深度融合，新业态乘势而上。
截至目前，该区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达到了
47%，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
达2.95%。

“结合时代发展，我们将紧
扣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打造一
批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璧
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璧
山紧盯行业发展需求，发起成
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
创新联盟，筹备成立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成果转移转化等
创新联盟，并探索推行产业集
群“群长制”和产业链“链长
制”，聚合全国乃至全球相关创
新资源，源源不断为产业体系
迭代升级赋能。

与市场同频 科技转化向深发力

与时代同步 产业发展向高迈进

与
发
展
同
行

创
新
生
态
向
实
落
地

鸟瞰璧山高新区

云巴行驶在轨道上云巴行驶在轨道上

技术人员在刀片电池生产线上忙碌

“APHAEA Micro LED未来屏产品矩阵”正式发布

到 2025 年，全区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500 家，科技型企

业达到2000家，培育国家级

双创平台5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实现“零”的突破。到 2025
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5 件，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占比提高到3.5%，高新区排
名力争进入全国一梯队。

到 2025 年，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能力显著提高，进入国家创
新型城市行列，成为在西部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生成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