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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

不断聚集的创
新合力、不断升级
的创新平台也成为
西部（重庆）科学城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源。

每一扇门都可
通过面部识别自动
开关；不同类型的
机器人会完成智能
测温、安全保卫等
一系列服务……这
是坐落在科学城的
光大人工智能产业
基地，该项目以机
器人服务场景、新
零售直播场景、社
区智能安防系统等
为核心，打造人工
智能城市样本。

近期，中电重
庆软件园也在科学
城动工建设。作为
龙头，该园区将带
动约300家企业入
驻，成为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西部的重点
项目之一，带动重
庆网信产业升级换
代。

着力“铸魂”，
一年多来，科学城已落地建设超
瞬态实验装置、中国自然人群资
源库重庆中心，获批全国首批国
家应用数学中心，重点实验室、
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等市级以上
研发机构增至278个，国家级孵
化载体5个。

着力“建城”，科学城含谷立
交等26个项目实现通车;坪山
大道等44个项目加快建设;轨
道27号线、西永隧道等60个项
目正开展前期工作;成渝中线高
铁建成后两地之间最快可50分
钟内到达。

着力“搭台”，一年多来，重
庆高新区引进中国电子重庆信
创产业示范基地等项目131个，
总投资超1632亿元，其中科技
类项目占比超80％。

着力“筑巢”，科学城实现
1403项政务服务事项“一站式”
服务，“一窗综办”率 100％，
1171项“最多跑一次”，240项

“零材料提交”，并通过推行“以
函代证”“三评合一”等创新制
度，开展预约、延时上门、帮办、
代办、绿色通道等暖心服务。

着力“引凤”，以人才为核
心，用好“金凤凰”人才政策，引
育一批科学家、创新者和“大国
工匠”，推动高校毕业生特别是
大学城高校学生在科学城创业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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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
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
提出，要推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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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渝“ 升
极 ”，乘 势 而
行。一年多时
间，成渝地区以
前所未有的凝
聚力加速黏合、
壮大——这为
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带来
巨大机遇。

从 重 庆 高
新区、成都高新
区联手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
心，到双城经济
圈首只发展基
金 落 地 、首 张
“跨省通办”营
业 执 照 办 理
…… 西 部（ 重
庆）科学城始终
坚持高站位、积
极谋划新思路，
以 系 列“ 高 ”
“新”操作，为川
渝合作贡献了
重要推动力。

坚持高站位 谋划新思路

成渝两大高新区 携手共建“六个一”

5月1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正
式授牌。

自2020年拉开建设大幕，一年时
间，这里已经成为创新要素聚集地。
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阔步推进，一
批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加速落地。

重庆中心城区的西部槽谷地带，
一方创新高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加
速崛起。

授牌，标志着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进入新阶段。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而言，也意味着两地优势产
业合作、创新资源共享、全球资源链接
等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使成
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
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
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这其中，以“一城多园”模式建设
的西部科学城，正是成渝科技创新中
心的核心载体和主战场。

建好科学城，成渝齐步走。在这
一背景下，成渝共建成为西部（重庆）
科学城建设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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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早在去年3月，西部两
大国家级高新区——重庆高新区和
成都高新区就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
议，共话“双城新蓝图”，共谋“两地新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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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协议，双方将携手共同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加快构建“两极一廊多
点”创新格局。

“两极”即以重庆高新区为核心的
西部（重庆）科学城、以成都高新区为
支撑的西部（成都）科学城；“一廊”即

成渝科技创新走廊，承载创新成果转
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多点”即成
渝地区多个创新功能区和创新节点。

同时，协议明确“六个一”重点任
务，即共建“一城”，以“一城多园”模式
合作共建中国西部科学城；共建“一
廊”，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共建成渝科
创走廊；共建“一高地”，推进优势产业
合作，共建全国新经济示范高地；共建

“一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共建西部

创新创业引领区；共建“一港”，加强国
际科技合作，共建内陆自贸港；共建

“一机制”，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共建要
素自由流动机制。

专家表示，两地合作共建科技创
新中心，就是要通过两地合作补短板，
以创新为引领，带动产业在价值链上
实现跃升，提高要素供给效率，提升劳
动生产率，实现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
量发展路径。

一年多来，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
区围绕推动西部科学城建设，在科技
创新、政务合作、党群交流、市场监管、
金融创新等领域，展开了全面互动。
由科学城“领衔”的成渝“合唱”，也成
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最强音。

3月9日，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
局、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城管局举行
签约仪式暨第一次联席会议，协商协
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工作，并签订《协同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

在基础信息数据、干部培
养等多个方面进行合

作，协同筑牢生态底
线。

3 月 26
日，重庆高

新 区 携
手 成

都高新区采用远程音视频签约方式，
联合举行《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备
忘录》“云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
将从深化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推
进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加强政务信用
查询合作、开通企业“绿色通道”等8
个方面深化政务服务合作。

据介绍，目前，重庆高新区已在政
务服务中心开设4个“川渝通办”专
窗，在自助服务专区放置“跨区域通办
自助一体机”，建立成渝对口联系人机
制，将依托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渝快办”采取全流程网办、异地代收
代办、多地联办、一体机自助办、免费
邮寄等方式多渠道开展成渝通办。

4月23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同创新战略联
盟正式成立。当天，重庆高新区、成都
高新区分别代表两地高新区签署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共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框架协
议》。

该联盟以协同、创新、绿色、发展
为宗旨，将推动两地高新区在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上开展经济、科技合作，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

实支撑，重点任务包括促进产业
发展协同、资源要素协同、政
策措施协同、对外开放协同以

及绿色发展协同五个方面。
通过一体化合作，越来越多的

“成渝一家亲”不断上演——

成渝两地高新区推动建立“市场
准入异地同标”便利化准入机制。互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企业开办综合
窗口，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
事”的市场准入服务系统，实现了营业
执照异地互办互发。

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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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动重点投资，总规模300亿元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只发展基金
签约落地重庆高新区。

聚焦人才培养，电子科技大学与
西永微电园签约，在渝共建电子科技
大学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

打破种质资源“卡脖子”，川渝共
建重庆市重点实验室落户西部（重庆）
科学城……

不断深化的“双区联动”，成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引擎。

“双区联动”共建科技创新中心

同频共振实现“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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