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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道路纵横交错，一个
个极富设计感的地标建筑巍然耸立，一栋栋现代
感十足的楼宇鳞次栉比……沿着长寿北城大道
一路向北，一座崭新的现代化新城映入眼帘。

这里，便是长寿高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
主战场、主载体“中科未来城”。据介绍，中科未
来城项目是由长寿区政府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在长寿高新区共同打造的科技产
业综合体。

该项目将按照“双链一心和四园一岛”进行空
间布局，按照“产—学—研—招—聚—投”相互促
进的思路推动产业发展，重点建设“四基地一中
心”，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环保与健康科
技产业基地、智能制造与新能源产业基地、长江生
态环境科创基地和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目前，规划面积1.44平方公里的项目一期工
程完工在即，科学综合馆已建成投用，科技企业
孵育基地、5G工业云基地、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科技成果转化展示中心等项目建设已进入尾
声。当前，已有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的在谈项目

计划入驻，涉及到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健康科技
等多个产业领域。

与此同时，高校资源的集聚，也将成为“未来
城”的一大亮点。如今，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已成功
落户，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国科大重庆学院、重庆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院所也以各类“产学研用”
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到“未来城”的建设中来，为
园区提供了智力、人才等方面的支撑和保障。

未来，这里将成为长寿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平台，成为重庆创新驱动排头兵、国家战略新兴
产业孵育中心、国际协同创新基地。

下一步，长寿高新区将持续做好“六个新”，
即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极、招商引资的新战
场、创新驱动的新引擎、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安
全环保的新标杆、班子建设的新典范，着力建设

“四个区”，即高新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引领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力争将成为
长寿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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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以来，
创 业 黑 马（长
寿）产业创新中
心、空中机器人
飞行平台、人工
智能与工业物
联网等6个总投
资超过 22亿元
的高科技项目
陆续投产；今年
上半年，园区共
引入项目18个，
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13个，揽金
52亿元……

亮眼的成
绩单背后，是长
寿高新区对“科
技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理念
的一以贯之和
扎实践行。

近年来，长
寿高新区以创
建国家级高新
区为目标，在大
力推进园区开
发和重点项目
建设的同时，加
大高新技术产
业引育力度，强
化创新驱动发
展 支 撑 ，探 索
“产学研”一体
化发展路径，努
力为长寿工业
的转型发展贡
献“高”“新”力
量。

快速崛起
的长寿高新区，
未来必将成为
驱动长寿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
主 战 场 、新 引
擎。

崛起转型升级主阵地
激活创新驱动新引擎长寿高新区

2010年，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鼓励返乡创
业就业为初衷，长寿区在长寿至垫江国道沿线，
以新市镇为重点，以发展家具、食品等传统制造
业为主导，规划成立长寿街镇工业走廊。

2016年，长寿街镇工业走廊正式更名为长
寿工业园区，也开启了园区产业规模化发展、产
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的序幕，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节能环保等产业企业陆续进驻园区。

到2018年底，市政府正式同意设立重庆长
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寿高新区正式驶入高
质量发展的“快车道”。近十年的时间，园区实现
了由街镇工业走廊到长寿工业园区再到长寿高
新区“三级跳”跨越式发展。

截至2020年底，长寿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
从2010年的3.1亿元增加到51亿元，增长16.45
倍；园区布局从最初的新市为主，逐渐扩展为新
市、葛兰、石堰、云台、海棠、双龙六大组团齐头并
进；入驻企业从最初的几十家增加至目前的254

家，其中规上企业达到96家；园区规上工业总产
值从2010年的5.12亿元增加至260亿元，增长
50多倍，占全区比重从1.5%提升至23.2%。

产业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长寿高新区的产
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优势领域日益凸显。

目前，长寿高新区已逐渐形成了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制造、消费品、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
四大产业集群。其中，在消费品产业中，该园区
的智能家居产业综合实力居重庆乃至西部地区
前列；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芯片封装、物联
网等技术的应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在此期间，长寿高新区获得的“中国家居
（木业）产业基地”、“重庆市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重庆市特色产业（智能家居）建设基地”、

“重庆市健康科技产业基地”、“重庆物联网产业
园”、“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等一系列
殊荣，正是对园区高质量跨越发展最直观的反
映。

格晟生物，多年来专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研
发，在多肽疫苗领域取得多项核心技术突破，拥
有多个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相关技术的垄
断；迪比（重庆）智能科技产业研究院自主开发的
智能扫雪机器人、迎宾机器人、隧道无人机等多
款产品一上市，便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引
领之下，不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企业
也纷纷主动寻求高新技术赋能，力争转型突破。

豪迈家具今年刚上的一条免漆门智能化生
产线，减少了至少4个生产环节，人工成本节省5
成以上，生产周期也缩短了一半，产品品质更有
保障；双羽家具则依托物联网技术、精密裁剪、全
自动喷涂等技术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向全程
可视化、定制化全链条产品的转型发展。

科技创新，一直被视为长寿高新区的“立园
之本”。

近年来，长寿高新区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揽
子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的支持政策，通过给予企业
自主研发扶持、孵化资金、科技项目配套、专利资

助、公共技术平台建设、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全
方位的扶持，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提升创新
能力。

为了孵化引育更多的“原创”科技项目，长寿
高新区还在招商过程中创新设立了股权投资基
金，搭建专业化的科技企业融资对接服务平台，
将优质的种子类科技项目吸引入园，进行保姆式
产业孵化。目前已培育出中科微针、格晟生物、
强锐科技等多个科技生力军。

此外，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也是长
寿高新区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大举措。目前，
园区已签约落地重庆邮电大学邮智机器人研究
院，重庆大学智慧工程学院迪比智能科技产业研
究院，赛真达无人驾驶产业研究院，鲲量科技惯
性导航系统产业研究院等校地合作项目。

截至目前，长寿高新区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35家，科技型企业115家，瞪羚企业1家；培育
市级研发机构9家，独立法人化研发机构17家，
园区内企业累计授权发明专利490件，每万名从
业人员拥有发明专利数约1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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