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中国”行动：
4月初，《中国科协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明

确提出打造“科创中国”服务品牌，这是中国科协适应新形势推动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今年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期间，要面向全社会推介具有科协特色的“科创中国”新平台，实现

“科创中国”和“科普中国”相互促进。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孟涛）如何助推重庆高质量发展？如
何发挥科协在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中的作用？日前，市科协、市经信委、
市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依靠中
国科协“科创中国”平台促进科技经济
融合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

据了解，4月初，《中国科协2020
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打造“科创中国”
服务品牌。在此背景下，重庆根据方
案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印发了《实施
方案》，明确了重庆开展这项工作的路
线图、施工图和时间表。

“开展这项工作的总体目标，就是
努力把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引向重
庆、引向基层、引向企业，帮助地方提
升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力，在助推
区域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
得实效。”重庆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王合清表示，市科协将借力中
国科协“科创中国”服务品牌，充分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打通资源汇聚、服务精准、
工作协调、数据集成的线上线下平台，

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联合体，结合
重庆实际，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作
品牌，形成具有全国示范性的“样板
间”。

《实施方案》提出遴选共建一批
“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重组“科创
中国”平台落地组织模式、推动“科创
中国”重庆科技志愿服务等10项重点
任务。

同时，推荐永川区等6个地区为
“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选取万州
区等7个区县为重庆试点地区，形成

“梯队效应”，为科技经济融合的面上
推开打下基础。

在组织重构方面，将努力突出科

协枢纽作用，发起成立重庆市科协科
技经济融合发展学会联合体，组建10
个科技服务队等，推动科普智慧于民，
促进科技实惠于民。

此外，市科协将联手成都共建中
国科协“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推动海外人才引进、项目对接
和技术转移转化。加大与重科院共建
重庆科技服务云平台（易智网）、与两
江新区共建中国科协国家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的力度，合作用好重
庆市智慧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和金融服
务科技创新平台。

据悉，5至11月为《实施方案》具
体实施阶段，12月为总结推广阶段。

依靠“科创中国”平台促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我市出台《实施方案》推出十项硬核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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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与永川联合申报
“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孟涛

长城汽车永川工厂，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该工厂通过企业云平台和数字
化平台的搭建、智能装备的应用、物流与仓储等装备的智能互联，实现产品过程数
字化、装备自动化、信息透明化、生产智能化。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遴选共建一批“科创中国”
创新枢纽城市

■重组“科创中国”平台落地
组织模式

■推动“科创中国”重庆科技
志愿服务

■构建“科创中国”重庆融通
平台

■举办“科创中国”重庆技术
供需对接洽谈会

■集聚海外智力创新创业

■建设“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平台”

■打造“重庆市科技经济融
合发展双月论坛”

■催生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新
型社团

■成立“重庆市科技经济融
合发展服务中心”

区位优势明显
成渝城市群的节点城市

“申报创新枢纽城市是重庆落
实《中国科协 2020 年服务科技经济
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加快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项重要举
措。”重庆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王合清解释，《中国科协 2020
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
案》提出了 6项重点任务，“共建‘科
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是其中的一
项内容。

“永川提出申请，首先它具备良好
的区位条件。”王合清介绍，作为重庆主
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城市，永川区位
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是成渝城
市群的节点城市。

王合清解释，“成渝城市群是一个
以成都和重庆双核协同发展的城市群，
肩负着引领整个大西南地区发展的重
任，永川发挥着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
重要作用，在区域发展中地理条件得天
独厚。”

对此，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则表
示，围绕推动重庆主城都市区融合发
展，永川确立了围绕“一大目标”、紧
扣“两个定位”、突出“三项任务”的发
展思路，将建设重庆重要的大型现代
产业基地，做大做强“一城七园”，力
争为成渝地区提供新的支撑，成为新
的增长点。

产业基础扎实
五大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近年来，永川不断探索创新创业高
质量发展路径，产业基础十分扎实。

重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聚
集企业330家，形成了“一园四区”的产
业布局，年产值达到244.7亿元，是重
庆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产业园。

重点引进了百度、阿里云、中国航

天科工等行业龙头企业，基本实现数字
经济产业向数据处理、人工智能、软件
信息、数字内容、电子商务等方向多元
化发展。

引进和培育发展BPO企业50余
家，传统服务外包产业从发展之初的

“呼叫中心”向“智能客服、数据服务、高
附加值业务”成功转型，逐步形成涉及
行业广、承接能力强的国际性服务外包
交付中心。

此外，百度西部自动驾驶测试基地

落户永川，形成辐射双城经济圈的智能
汽车产业经济走廊。在先进影像产业
发展方面，积极搭建虚拟现实技术创新
平台，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数字影棚等。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开发智慧城
市平台10余个，自研“服务公社”信息
惠民平台已面向河南开封、山东高青、
湖北嘉鱼等地市推广应用。

今年5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通报，称赞永川区在推动“双创”政策落
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融通创新
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是成效明
显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

三大着力点
打造试点城市“样板间”

谈及如何打造“科创中国”创新枢
纽城市，永川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永川将聚焦大数据产业发展，从成立
融合组织、人才培训服务、技术推广转
化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成立“重庆大数据产业研究院”，打
造集“政产学研金服用”于一体的创新
创业共同体，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引领产
业发展提供技术供给。

举办“中国·重庆大数据产业发展论
坛”、“科创中国”重庆永川技术需求对接
洽谈会，开展“企业云课堂”技术培训，培
育新业态，形成新动能，服务新发展。

举办“科创中国”重庆永川技术推
介会，开展“科创中国”重庆永川科技服
务，举办科技企业路演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