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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创新“四大工程”
全力打造创新驱动示范区
重庆日报：沙坪坝区作为重庆科教文

化大区，请问，未来沙坪坝区将在创新驱
动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

唐小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市委明确要求，要
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
这次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要更
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要求。

我们将全面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加强与重庆高新区协调联动，大力
实施创新“四大工程”，系统重塑创新驱动
新优势，全力打造创新驱动示范区。

实施创新主体集聚工程。强化高校、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重庆大学等高校

“双一流”建设，帮助高校排忧解难，推动
驻区高校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成果转化
工程。系统梳理高校、企业创新成果，聚
焦人工智能、脑科学、医疗器械、智慧城
市、绿色建筑、创意设计、数字内容等领域
创新成果，全力打造创新成果转化集聚
地；实施创新平台提质工程。建强环重庆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等创
新生态圈、大学科技园，高位嫁接校企政
各方资源；实施创新生态优化工程。坚持

“养鱼先养水、养花先养土”，统筹创新要
素配比，加快引进和培育领军型创新创业
团队，强化科技金融支撑作用，聚智聚力
把沙坪坝打造成为中国西部创新之城。

努力打造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重庆日报：科技创新，是璧山的一张
新名片。璧山是如何擦亮这张名片的？

秦文敏：2021年，璧山的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为3.25%，高新技术企业达300
家，居全市第5位，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制
造业创新中心实现零的突破；以康佳光电
技术研究院、比亚迪动力电池研究院等为
代表的249家研发机构活力迸发，诞生出
MicroLED、刀片电池等全球领先成果，
人才总量突破8.5万人。

未来，璧山将高质量打造科技创新新
高地，大力建好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
区。全面启动曙光湖片区开发，力争“智
慧之眼”项目启动建设，快速聚集总部经
济、研究院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资
本、高端人才，实现高端资源要素配套。

同时，璧山将大力培育创新平台和主
体，打造一批创新“领头羊”和中坚力量，支

持中科曙光先进数据中心，建设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支持空间太
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无线输能大型综合
实验平台。积极创建一批国家级、市级创
新平台和孵化器，争取今年新增科技型企
业250家、高新技术企业30家，有研发机
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50%。

加快夯实“一城一区五中心”
科技创新格局

重庆日报：“中国畜科城、繁荣昌盛
地”是荣昌最鲜明的发展特质和最生动的
城市画像。请问，未来荣昌将怎样打造科
技创新格局?

卢红：聚焦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更
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求，荣昌确定了

“两高三新”发展目标和“五大任务”，其中
打头阵的就是加快夯实“一城一区五中心”
科技创新格局，建设农牧特色科创高地，打
造成渝地区科技创新桥头堡。

一是实施重大平台建设领跑行动。
荣昌将依托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高新区“两个发动机”，高水平打造国家畜
牧科技城，建好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畜牧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陶瓷创新中心、具有西部影响力
的电子信息创新中心、具有成渝地区影响
力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具有川南渝西影
响力的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推动荣昌国家
高新区迈入全国高新区百强行列。

二是加快壮大“科创企业森林”。实
施科技型企业成长工程，健全“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区域创新体系，梯次培
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
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隐
形冠军企业。

三是构建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做
优环“一校一院”创新生态圈，高标准规划
南部科创新城，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城市之芯”;构建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
的“1+N+X”人才政策体系，奋力建设成
渝地区人才桥头堡。

“筑巢引凤”
培育创新主体建设创新生态
重庆日报：重庆医科大学在“十四五”

规划中，提出建一流的医科大学。怎样实
现这个目标？

杨竹：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近年
来学校通过“团队”式引进快速从全球引
进一批优秀人才。比如从事新药创制的

党永军团队，在一年内成功从海外引进了
大约10个人的团队，覆盖新药创制的多
个学科，团队今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重点项目。

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平台建设。学校
投入5亿元新修2栋科技楼；购置近3亿
元的科研设备；创建各级各类实验室、工
程中心、临床研究中心近100个，研究方
向涵盖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校主
要学科。

2021年，在重庆市政府和渝中区政
府的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拿出5000万
元，加上两级政府配套的5000万元，联合
成立了一支创新创业种子基金。这支基
金旨在帮助大健康领域的科创人员跨越
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可以投出上百
家早期的科创企业。

“十三五”期间，重庆医科大学获得国
家纵向科研经费超2亿元，发表2000多
篇SCI文章，研发出3款抗疫产品。“十四
五”期间，重庆医科大学将继续走好科技
创新之路，让专家向大师成长，助力重庆
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科学主题铸魂
让科学城与大学城相融相生

重庆日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城
聚集了不少大学，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

杜国平：在科学城直管园范围内，有
14所高校，整个拓展园范围有28所高校，
30余万大学生，约6万名高校教师。这是
非常重要、庞大的创新资源库。

在未来的规划中，科学城将聚焦科学
主题铸魂，以100平方公里的成渝综合性
科学中心（金凤）为牵引，高水平建设大学
城、科研港、科学谷、生命岛、科创街“五大
创新支撑”，集中布局创新资源。

其中，大学城将重点围绕原始创新、
成果转化等领域，建设超100万平方米的
孵化空间。高校有物理上的空间布局，今
后要打掉“围墙”，互融互通。比如重庆大
学和四川美术学院之间，工科与艺术学科
之间要融合；重庆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等
高校之间，各个类别、层次之间的高校也
要互相融合，形成约15平方公里的科学
研究、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环大
学创新生态圈。

目前科学城与各高校合作的大科学
科研平台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城与高校
签约合作了34个校地合作项目，17个已
建成投入使用，11个正加快建设，涉及医
疗、农业、机械、集成电子等多个领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创
新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赢得未来。

两会期间，部分市人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就如
何围绕“四个面向”，争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强
化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提
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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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唐小平 市人大代表、

沙坪坝区委书记
秦文敏 市人大代表、

璧山区委书记
卢红 市人大代表、荣

昌区委书记
杨竹 市人大代表、重

庆医科大学副校长
杜国平 市政协委员，

重庆高新开发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

杜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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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创新平台 西部
（重庆）科学城超瞬态实验装
置、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等
科研平台加快建设；两江协
同创新区新引进科研院所

10家，集聚院士团队 14
个，分布式雷达验证试验场

启动建设，西工大重庆科创
中心投入运营；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启动建设长江模拟
器、野外科学观测站

●壮大创新主体 新引进

研发机构16家、累计达到

104家，新增4个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

118家、5108家、3.69
万家，有研发机构的规上

工 业 企 业 占 比 预 计 达 到

30%
●优化创新生态 获批建

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推
出“科技成果转化24条”，累

计启动 10个环大学创新

生态圈建设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两会代表、委员就如何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作用建言献策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张莎

重庆创新资源加速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