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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
习生 冉罗楠）4月26日，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关于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解读新
闻发布会。据悉，《意见》出台24条政策
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到
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功能；到2035年，全
面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

为什么专门出台支持政策
为建设发展进一步明确

目标、厘清思路、给予支持

市科技局一级巡视员陈军介绍，高
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西部（重庆）科学
城，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立
足全国，推动形成引领西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西部
（重庆）科学城规划建设，将其作为重庆
科技创新的重大平台和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

“西部（重庆）科学城自启动建设以

来，取得了底色好、成色足、特色亮的建
设成绩。但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尚不
足两年，所在的西部槽谷地带仍处于低
强度开发状态，还面临着财政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不全等诸多短板。”他表示，在
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上，专门出台
政策，将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进一
步明确目标、厘清思路、给予支持，推动
重庆高新区和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北碚
区、江津区、璧山区5个行政区抓好工作
落实，为全市各级各部门支持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指明方向。

科学城要建成什么样
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

据悉，《意见》对西部（重庆）科学城提
出了一个总体定位，即“科学之城、创新高
地”；一个发展愿景，即“科学家的家、创业
者的城”。同时，还制定了分两步走的建
设目标：到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功能，创新集
聚度、活跃度、开放度、贡献度、辐射度持
续提升，城市功能配套加快完善，全市高
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动力源功能显
著增强，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中西部地
区领先，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
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以上；到

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原创性成果持续涌
现，创新资源集聚辐射能力不断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建成宜居宜业宜学
宜游的现代化新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学城，引领重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

为此，西部（重庆）科学城将聚焦科
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
动全域创新“赋能”，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以高新技术
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创新引领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区、深度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内陆开放示范区、成
渝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有哪些“硬核”措施
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创新资源和科技创新基础设
施优先布局

陈军介绍，《意见》结合重庆实际，充
分借鉴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
经验，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支持举措，可以
说是集成了最优政策。

在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方面，积极支
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势创新资源和科
技创新基础设施优先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布局，成为全市科技创新发展的引领
性力量。

在技术创新方面，在综合运用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鼓励建立研发准备金制
度等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公益性联
合基金、引导组建创新联合体等举措，探
索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的新机制
等，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在成果转化激励方面，以西部（重庆）
科学城为核心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鼓励在科技成果转化责任主体
信用等级管理、以转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
成果评价改革等方面大胆探索。

在人才培育方面，对发展急需的顶
尖人才及团队，实行“一人（团队）一策”；
实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增
加急需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招生计划。

在创新生态构建方面，对新产业新
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建设全生命周
期股权融资支持体系，创新干部管理制
度，建立符合实际的分配激励和考核机
制；创新土地管理制度，鼓励实施M0新
型产业用地及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
探索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推动TOD
等复合利用开发模式。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需
要科技体制改革作为抓手。”陈军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围绕成果转移转化、科技
金融、科研项目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开展
改革，为科研人员“松绑”，最大限度激发
出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我市出台24条政策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
●到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功能
●到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
习生 冉罗楠）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
科学城，第一动力在科技创新，第一资源
是人才要素。4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关于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解读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为加快打造西部“人才特
区”，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推动人才总量
年均增量超过2万。

据介绍，去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出
台“金凤凰”人才支持政策，持续提升人
才服务水平，不仅提供住房保障、子女入
学、职称评审等17项服务，还兑现人才
支持经费超过5000万元。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西部（重庆）
科学城打造西部“人才特区”。对此，重
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西

部（重庆）科学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左永祥表示，下一步，科学城将认真
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贯彻中央、市委
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精心绘制“人才图
谱”“引才路线”，聚焦“塔尖”“塔身”“塔
基”三个层次，着力打造人才成长的创新
平台，完善人才工作的良性机制，提供人
才安居乐业的卓越配套环境，推动人才
总量年均增量超过2万，加快建成“人才
特区”，以“一流人才”建设“一流科学
城”。

在做精“塔尖”方面，继续实施好“金
凤凰”人才政策，实行“金凤凰”人才认定
直通车制度。落实院士带培、博士后倍
增计划等，搭建海内外人才柔性引进平
台，加大全球高端人才招揽力度，加快集
聚战略科技人才、领军科技人才、青年科
技人才、工程技术人才。

做强“塔身”方面，发挥好大学城优
势，加强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合作，加大
本土人才培育力度，大力引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命健康、绿色低碳及智能制

造、高技术服务等重点产业人才，积极
引育一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不断壮
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持引导更多校
友企业家、校友科技人才到科学城创新
创业。

在做实“塔基”方面，优化支持政策，
引导高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到科学
城创业就业。特别是高标准打造环大学
城创新生态圈，支持引导高校毕业生“出
了大学城、留在科学城”，成为科学城创
新创造的生力军。

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打造西部“人才特区”
将推动人才总量年均增量超过2万

本报讯 （记者 黄乔）4
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
力社保局获悉，为深入实施博士
后“倍增”计划，造就规模宏大的
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为重庆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我市
面向全球发布了2022年 3011
个博士后岗位需求。

岗位学科覆盖率近60%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发布的3011个博士
后岗位，学科覆盖更广（其中涉
及工学1470个、医学752个、理
学 323 个、法学 251 个、农学
215 个），涵盖了 60 个一级学
科，学科覆盖率近60%。国家、
市级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
重大科研平台占比超60%。

同时，围绕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新型智能终端、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汽车、生物医药、先进
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环保、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新兴服务
业等十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
开展科学研究的博士后岗位共
2558个，占比达85%。

此外，在岗位薪酬待遇方
面，博士后平均年薪由20万元
提高到25万元，部分岗位年薪
超过50万元。同时可享受最高
104万元市级博士后资助，还可
叠加享受区县级配套资助。

为推动岗位匹配更精准，重
庆市博士后管理服务“掌中宝”
提供了实时在线索引，设站单位
概况、岗位需求、培养师资、科研
平台、薪酬待遇等均可查询，促
进人岗相适、精准匹配。

博士来渝进站给予60
万元/人资助

今年针对博士后有哪些新
政策新举措？对此，该负责人介
绍，我市将与全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开展试点，设立中国博士后
国（境）外交流引进项目重庆专
项，面向全球排名前100高校
（学科）引进优秀博士来渝进站，
给予60万元/人资助。

同时，将设立新加坡国立大
学重庆专项，结合“一带一路”等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新加坡国
立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开展合
作，以“2+2+2”模式培育和引进
优质博士毕业生来渝进站，给予
60万元/人资助。

“我们将深入实施重庆市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遴选优

秀博士后人才，给予英才服务卡
A卡服务，给予每人60万元资
助。”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不仅如
此，我市还将围绕重点区域、重
点领域设立国家级博士后园区
站，采取“一站一策”等措施进行
重点支持，给予50万元设站奖
励，鼓励区县、主管部门出台针
对园区站的配套政策。

我市还将积极推荐我市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国上市公司
市值500强企业、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等设立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做到“应设尽设，能
设尽设”，除给予50万元设站奖
励，部分区县还将实施1：1配
套。

此外，我市鼓励有博士后科
研需求、具备招收博士后研究人
员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设立市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充分发挥博
士后青年科研“生力军”的作用，
让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舞
台越来越宽广。

我市已累计招收博士
后6117人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市累
计招收博士后 6117 人，在站
3075人。2021年新招收博士
后1017人，首次实现“三位数”
到“四位数”的突破，连续两年实
现跨越式增长，博士后留渝比例
也提升至83.7%；在站博士后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70项、项
目经费8958万元，分别同比增
长58%、50%；在第一届全国博
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重庆代表
团荣获2金1银2铜9优胜奖以
及优秀组织奖。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
将做亮“博创未来·博士后沙龙”，
将其打造成为博管办的外立面、
博士后的打卡地和博创汇的“季
节仓”，让广大在渝博士后交流科
研成果有平台、了解市场需求有
窗口、推动成果转化有机会，最大
限度激发博士后人才的创新潜
能。

“我们还将构建‘产业创
新+产业孵化+产业加速’三位
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为博士
和博士后创新创业以及科研成
果转化提供全流程服务，打造青
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高地。”该
负责人说。

重庆广发“英雄帖”全球揽才
3011个博士后岗位虚位以待

关注“乡村振兴·重庆专场”
公益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这个康养屋搞得好啊。过去
我们身体不舒服必须去医院才
行，现在康复理疗就在家门口，
简直太方便了！”4月26日，从
巫溪县尖山镇太平村“自然康
养屋”走出来的村民向世碧说。

“自然健康屋”是由重庆市
慈善总会自然健康基金发起的
公益慈善项目，项目立足于缓
解山区居民的慢病煎熬、提高
大家的简单理疗技术、培养他
们的健康生活意识。

2022年 1月，由巫溪县慈
善会发起，相关公益组织在尖
山镇太平村建立了一个“自然
康养屋”。

在2022年“乡村振兴·重庆
专场”公益活动中，巫溪慈善会
推出“自然康养屋”项目，有望
在腾讯公益支持下，两年内在
当地打造20个“自然康养屋”。

据不完全统计，巫溪县现有
农村劳动力大约有18万人，其
中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等各种慢性病的高达80%。山
区山大坡陡，乡镇村社的人到县
医院一次，耗时费力，衣食住行
治疗等费用加起来，花费不菲。
有些家庭困难的村民，因无法承
担这笔开销，只能忍着。久而久
之，小问题就忍成了大毛病。

在村干部动员下，68岁的
陈绪芝走进这个小屋，做起了
康复理疗。早年，为了给老伴
治病，陈绪芝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为了省钱，头晕她忍，腰痛
她忍，腿疼她也忍。疼痛仿佛
成为了她的习惯。

如今，丈夫的身体已经好
转，女儿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
儿子成了一名教师。“生活变好
了，我也想为自己考虑考虑，对
自己好点。”陈绪芝说。

在“自然康养屋”几次尝试
之后，陈绪芝感觉到了身体上
的变化，头晕头痛发作的时间
间隔明显变长。她欣喜地对康
养屋的志愿者小张说：“现在我
晚上睡觉踏实多了。”

如今，陈绪芝坚持理疗已有
22天，身体大有好转。“去年我们
家种了2亩多的黄蜀葵，今年我要
种3亩！”陈绪芝充满信心地说。

目前，“自然康养屋”项目
已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参与
2022年“乡村振兴·重庆专场”
公益活动。项目拟筹款544万
余元，两年内在巫溪打造20个

“自然康养屋”。
“自然康养屋”将驻村设点

长期开展自然健康教育、康复
调理服务；同时，面向城乡居家
健康服务的市场需求，把有能
力的乡村妇女培养成新型健康
服务职业人才，一部分走出去
挣技术钱，一部分留下来成为
村级志愿者。

通城镇龙池村党支部书记
胡三平表示，龙池村“自然健康
屋”计划第一期培训50名青壮
年妇女，她们将肩负起院落和
邻里的健康教育、咨询、护理责
任。“我们的目标是，让村子以
美丽颜值吸引人，以乡村文化
感染人，以康养服务回报人。”

大山深处建起康养屋
巫溪将在两年内打造20个“自然康养屋”

■全年授权专利 76206件，其中发
明专利9413件、实用新型58410件、外
观设计 8383件；国际专利（PCT）申请
393件，同比增长8.3%

2021年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数
读

■开展“铁拳”“蓝天”等执
法专项行动，办理专利侵权纠
纷案件669件，查办专利、商标
和地理标志违法案件938件，
案值达3700余万元

■全市法院共受理
一、二审知识产权纠纷案
件 30170件，位居西部
地区前列。全市检察机
关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 事 案 件 152 件 357
人，发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 116 份，追赃挽损
21件2435万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
习生 冉罗楠）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
权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1年重庆
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重庆深入推
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全
链条保护，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2021
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21
件，同比增长16.7%，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

全年授权发明专利9413件

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雷
霆介绍，2021 年重庆授权专利 76206
件，其中发明专利 9413 件、实用新型
58410件、外观设计8383件；国际专利
（PCT）申请393件，同比增长8.3%。有
效注册商标总量71.99万件，地理标志
总量286件，驰名商标总量161件。普
通作品登记18.32万件，同比增长7%，
年登记量居全国第7；软件著作权登记
4.11万件；获得农业、柑橘等植物新品种
授权品种9个。

同时，重庆推动制定发布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197项，新立项地方标准
126项，批准新发布地方标准115项，
1084家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现行有效标
准3770项。

据悉，2021年重庆完成科技成果登
记1485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1413项，
基础理论成果 27 项，软科学成果 45
项。认定登记技术合同7266项，实现成
交额310.85亿元，其中涉及知识产权合
同3960项，成交额158.87亿元。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累计向2776家企业提供
贷款79.75亿元。

此外，全年累计办理涉及知识产权
保护公证事项8100件，“行本·公证链知
识产权保护平台”累计存证8200余万
条。

成渝两地打造“知识产权
双城保护圈”

2021年，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推动科技
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四
五”规划（2021—2025年）》印发实施，

明确了5个方面重要工作和10项重点
工程。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
快，川渝两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法院共
同签订了《关于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备忘录》，两地
检察机关签订了《关于加强川渝知识产
权检察协作的意见》，打造“知识产权双
城保护圈”和跨区域跨部门协作高水平
样板。

此外，我市知识产权平台建设也取
得新突破，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断
增强。比如，启动建设重庆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设立重庆市涉外知识产权调
解中心，调解境内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32件。成立重庆知识产权法庭，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等重点科创园区和区
域设立7个知识产权巡回审判站，形成

“全域管辖、三级联动、三审合一”的专
业化审判模式。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
解分支机构达17家，全年调解知识产
权纠纷573件。

查获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以来最大宗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侵权案件

2021年，重庆各级有关部门严查知
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行政执法震慑效
果明显。

据介绍，全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
展“铁拳”“蓝天”等执法专项行动，办理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669件，查办专利、商
标和地理标志违法案件938件，案值达
3700余万元。

市版权局会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开展“剑网”“秋风”专项行动和
院线电影侵权盗版专项整治，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5.1万人次，检查各类市场2.1
万家次，查办侵权盗版案件141件，删除
侵权盗版链接371条，关闭侵权盗版网
站（App）11个。

市文化旅游委联合公安机关开展
“学党史、见行动”出版物领域专项检查
行动，检查印刷经营场所800余家次，责

令整改 90 家，查获涉嫌非法出版物
3000余册。

重庆海关开展“龙腾2021”“蓝网
2021”等专项保护行动，扣留侵权物品
271批次 84708件，查获中欧班列（重
庆）开行以来最大宗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侵权案件，涉案货物逾8万件。

全市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
纠纷案件30170件

据悉，在司法保护方面，全市法院共
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0170
件，位居西部地区前列。其中，受理一、
二审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30086件，
新收28368件，审结26252件，结收比为
92.2%。受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14件，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76件。2件案例入选
2020年度全国法院知识产权50件典型
案件，1件案例入选全国法院涉互联网
十大典型案例，1件案例入选全国法院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152件357人，发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 116 份，追赃挽损 21 件
2435万元。新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
诉讼监督案件1件，办结3件。1件案例
入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
进展报告（2020）》。

全市公安机关开展“昆仑2021”专
项行动，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犯罪刑事案件258件，侦办
公安部督办侵权假冒案件11件，发起全
国集中联合打击大要案件14件，2件案
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7件案件受到公
安部贺电表彰。

重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去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3.21件

扫一扫 就看到

全面了解知识
产权能“避坑”也能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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