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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举行两会专题云记者会，代表委员建言——

聚焦“四个面向”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
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专题部署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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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
家座谈会，把脉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
着眼“十四五”时期加快科技创新的迫切要
求，以“四个面向”指明科技创新方向。

2020年9月，重庆召开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动员大会，明确举全市之力、集全
市之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

3月8日，重庆举行两会专题云记者
会，在线邀请部分代表委员为高水平建设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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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下的西部(重庆)科学城。 重庆日报通讯员 张桦 摄

关 键 词 智慧化新城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数据

应用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帆：
“住业游乐购”智慧场景将先用先试

杨帆认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顾名
思义，是科学与城市的融合体，是产、学、
研、商、居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智
慧化新城。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
市委市政府要求，围绕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聚焦大数
据应用发展，重点从新型基础设施支撑、
重大平台承接、应用场景打造、大数据生
态营造等4个方面精准发力。”杨帆表
示，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新型
基础设施是“硬支撑”，将加快推进5G
规模组网，累计建成7万个5G基站，推
动建设5G应用示范城市。

此外，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需要充分发挥大平台的主引擎、主
战场、主阵地、主窗口、主渠道作用，更
需要龙头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充分参
与。杨帆透露，除加快落地一批重大项
目之外，重庆还将联合四川方面，共同
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共
同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支撑推动西部科
学城建设。

“科技创新项目往往需要通过应用
场景体现价值、发挥效益，应用服务是重
要源动力。”杨帆表示，西部（重庆）科学
城将围绕“住业游乐购”打造典型应用场
景，着力构建多样化应用场景体系，让更
多新技术新产品先用先试、拓展市场。

此外，将优化升级新型智慧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首批推出全市统一智慧消
防、应急指挥调度平台、网格化共治平
台、智慧交通、智慧停车、物联网平台和
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等智慧城市重点应
用工程，并积极推动相关应用场景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落地。

关 键 词 种质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

会副主委、西南大学副校长温涛：
推动长江上游生物种质资源系

统保护利用

“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建设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科学城必须立足科技前沿、内
在需求和自身特色优势基础，使之成为孕
育未来科技的摇篮。”温涛认为，加快推进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需要立足
前沿趋势、自身需求和优势，增加高质量
的科技供给，培育创新发展新优势。

在温涛看来，推动长江上游生物种
质资源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科学
城应当关注的重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业
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温涛提出，高水
平建设科学城，可以长江上游特色资源
生物为靶标，以创新国际前沿科学与技
术为工具，对长江上游特色物种和重要
经济物种进行规模化的创制，补齐制约
成渝地区现代高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长江上游地区农业与生态协调发展
的短板。

“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农作物种质资
源面临严峻挑战。”温涛说，一方面，长江
上游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种质资源流失严
重、农业生物入侵风险最高、生态安全抵
御能力最低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长
江上游地区种质资源保护和研发利用的
相关平台及硬件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为此，温涛建议，尽快将长江上游种
质保护与创制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计划，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长江上游生物种质资源的系统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造农业生物安全
实物资源库并建设农业生物安全信息网
络等，保障成渝地区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农
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筑牢国家生物安
全屏障。

关 键 词 大科学装置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

会副主委、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
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大科学

装置共建共享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是补
齐重庆创新短板的迫切需要。”黄爱龙认
为，这是重庆发展升级的历史机遇，更是新
时期重庆的历史使命。

建设综合性的科学城，应把“四个面
向”作为引领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发
展的终极目标。未来科学城核心区，既要
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始创新性科学研
究成果，也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的新技术新
发明新产品，也要面向解决“卡脖子”问题
的国家或重点产业的重大需求，也要为全
体人民的健康提供科学支撑。

为了尽快将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成
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黄爱龙认
为，应站在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聚焦

“四个面向”，适度超前布局科学城建设。
而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重点之一

正是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平台等基础设施。
黄爱龙解释说，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利用
与一般的科学仪器装备有很大不同，其科
学技术意义重大、影响面广且长远，建设规
模和耗资大，建设时间长、技术复杂。重庆
高校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比较薄弱，难以满
足高水平管理运营大科学装置的要求。因
此应大力推动开展大科学装置的共建共
享，不仅要联合国内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
参与，更要吸引重庆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

此外，为提高大科学装置综合利用效
率、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黄爱龙还建议
提前研究与大科学装置综合、交叉、前沿、开
放等特点相适应的运行管理机制，为今后开
展更多科学研究预留升级空间，更大限度地
为科学家提供工作平台、为外部合作的科学
家预留工作设施。加强与高精尖产业的大
中型创新科技企业的合作互动，促进原始创
新成果对产业创新的引领带动。

关 键 词 新兴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小

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张兴海：

已将最具核心竞争力项
目布局科学城

“西部科学城作为全国有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在
整合科技力量、汇聚高新人才方
面有着先天优势。”张兴海认为，
这将有助于发展新兴产业，特别
是重庆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智能
电动汽车产业，而发展智能电动
汽车又能带动庞大产业链，反过
来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赋能。

“发展智能电动汽车不是孤
岛作业，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超长产业链。”张兴海说，智能电
动汽车作为移动终端、互联节点、
核心节点，将连接和支撑智能交
通、智慧能源以及智慧城市，彼此
深度融合，使城市实现人流、物
流、信息流和能源流的空前顺畅、
高效、灵活运转，为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

在张兴海看来，以发展智能
电动汽车为抓手和引擎，带动成
渝地区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
城市全面协同发展，这是一盘能
有效带动两地经济全面发展的大
棋，也是重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机遇和有效抓手。成渝
两地汽车产业各有优势，可以合
力打造智能电动汽车特色优势产
业集群，产生示范效应，并逐步辐
射整个西部地区。

张兴海所在的小康集团，将
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事业——智能
电动汽车高性能动力系统项目落
地在了西部（重庆）科学城，接下
来还将在科学城布局更多业务。

（本版稿件由重庆日报记者颜若雯、戴娟、周尤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