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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全市软件业务年收入计划
达到5000亿元，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成万亿级产值规模软件产业集群——

这个万亿级产业，重庆如何撬动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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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成立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智库联盟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日前，我市公布了《重庆市2021年认定
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新认定
1747家高新技术企业。截至目前，我
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66
家，较2020年增长20%。

据介绍，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修订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
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
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
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其中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信息、生物
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
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
造与自动化等。

今年，我市启动实施了“十四五”科
技企业成长工程，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在制定《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基础上，还积极开展了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认定工作培训，帮助企业了解相关政
策，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区
县推荐、专家评审，我市向全国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申请，重庆蓝
晟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747家
企业获备案批复，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

此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2021年起可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等优惠政策，如减按15％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
加大企业创新主体的培育力度。为

此，由市科技局牵头制定并出台了《关
于实施“十四五”科技企业成长工程意
见》，强化服务供给和制度供给，集成
人才、平台、资本、项目等创新要素，促
进科技型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实力，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链条，构建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体
系。截至今年11月底，我市新增科技
型企业 10213 家，较 2020 年底增长
39%，全市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达到
36685家。

（相关报道见03版）

我市新认定1747家高新技术企业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66家，较2020年增长20%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12月27日，市科协党组召开会议，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传达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和12月
24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科
协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市
科协党组2021年工作总结，统筹安排
做好元旦春节前后各项工作，部署谋划

2022年科协工作思路。
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合

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一年来，市科协系统各级
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
求，紧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狠抓“用功学、用情讲、用
心看，用力做”，精心组织实施、有力有序
推进，科协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动了真情、用了真功、获了真知、成了真
用、见了真章。市科协系统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
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工作
总结和“回头看”，认真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坚定历史自信，践行时代使命，厚

植为民情怀，勇于担当作为，团结引领广
大科技工作者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会议强调，市委常委会会议对全市
各级群团组织做好明年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打造全国地
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实施方案》，市科
协系统要深刻领会、抓好落实，科学谋划
好2022年工作思路。 （下转02版）

市科协党组会要求科学谋划2022年工作思路

全力打造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

本报讯 由国内自主研发、重庆制造
的全球首台全断面一次检测、零干扰、高
精度轮轨式地铁隧道结构检测车，日前在
江北区成功下线并正式交付使用。检测
车为红外光源成像的环境友好型全断面
成套检测设备，能够为地铁隧道进行全方
位的“CT扫描”。

此次交付使用的检测车由上海同岩
土木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重庆同
岩东迈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其技
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对地铁隧道
结构微裂缝和裂缝深度，检测车能运用非
接触式激光超声检测技术进行快速检测，
定位精度达1厘米、深度检测误差不超过
深度的10%，还能通过红外探测手段对隧
道潜在的剥落病害进行快速检测。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崔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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