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6个创新项目
角逐中国创新方法领域最高荣誉

新华社天津11月30日电（记者 周润健）11
月30日，2020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正式
拉开帷幕，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
技型企业带来的206个创新项目将以线上参赛
的形式，角逐中国创新方法领域最高荣誉。

本届大赛以“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活力”
为主题，由中国科协、科技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于11月30日至12月8日通过线上方式
举办，这是该赛事首次搬上“云端”。

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20
个企业、3336个项目报名参赛，领域涉及制造
业、机械、电子、化工、石油等40个行业，直接参
赛的科技工作者超万人。经过区域赛层层选拔，
206个创新项目突出重围，进入总决赛。

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线上
成果展，集中展示十余年来全国创新方法工作的
举措与成效，以及历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涌现出
的优秀创新创业实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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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百万元重奖激励更多创意作品
“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征集延长至年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12月1日，记
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因报名踊跃，
原计划在今年10月底完成的2020“智博杯”中
国（重庆）工业设计大赛作品征集将延长至12月
31日，并增设一个奖金100万元的综合评比奖
项，激励更多参赛选手发挥创意。

此次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和巴南区承办，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和
忽米网执行，以“智能设计、智汇重庆”为主题，
面向企业、院校及个人，围绕产品设计、概念设
计、服务设计三个类别进行工业设计创意作品
征集。截至11月底，大赛已征集作品1778件，
其中产品设计类438件，概念设计类1315件，
服务设计类25件。

据悉，近年来我市通过完善工业设计技术人
才认定标准、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推动了工业设
计“多点开花”。目前全市有6个国家级工业设
计企业，40个市级工业设计企业，现有工业设计
从业者5000多人，同时每年本地高校设计专业
毕业生超过2000人，工业设计人才数量正逐年
增长。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由大唐
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唐高鸿）
投资的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该项
目未来产值将超30亿元，将助力重庆车联网示范区
建设。

据了解，大唐高鸿以车联网、企业信息化与信
息安全、新能源公交、信息服务等为主要方向进行
产业布局，发布了业界首款LTE-V测试样机；推出
国内第一款通过国家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检测
并获公安部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的可信服务器；
推出国内首个融合可信计算技术和云计算技术，通
过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最新标准测试的
可信云计算解决方案。

大唐高鸿总投资8亿元的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
目于今年9月在2020智博会上正式签约落户西部
（重庆）科学城。项目签约后，重庆高新区迅速为企

业提供全方位、全时空、全领域“三全”政务服务，帮
助项目45天即完成工商注册、场地选址装修并正式
投入运营。

“目前，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目的销售平台
公司和结算中心已经正式成立运营，并与华硕公
司合作开展 IT产品销售业务。未来计划导入智
能网联汽车研发中心、数据及网络信息安全创新
研发中心、车载通信模组生产等业务。”重庆高
新区招商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大唐高
鸿将在高新区大力发展车联网、智能制造、数据
与网络信息安全等业务，促进高新区打造重庆车
联网示范区建设，推动高新区发展智能化城市交
通控制与管理。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目有利于
完善西部（重庆）科学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链，吸引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助力重庆车联网示
范区建设。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西部（重
庆）科学城大创谷建设启动会暨大创谷·梦花园开园
仪式在大学城举行。据悉，科学城大创谷旨在集聚
政府优质资源、高校创新力量和社会资源，协同推进
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打造高校创新创业高地。

据介绍，大创谷主要包含“一核、六园、两区、多
点”四个部分。“一核”即大创谷·梦花园，是大创谷的
核心区、双创指挥中枢，重点承担产教融合统筹、科
技企业孵化、高校创新发展交流合作、高校成果转化
创投窗口等职能。“六园”即依托重庆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建设6个特色园。“两区”即周
边科技园区和产业园区，可以接纳大创谷推介输送
的对应产业项目入园发展，加速大创谷科技成果转
化、创新项目产业化。“多点”即在万州、涪陵、永川、合
川等高校集中地区设立辐射点，形成高校卫星园，与
大创谷整体联动，形成强大矩阵合力。

为有序推进大创谷建设，市教委、重庆高新区
管委会联合制定了《西部（重庆）科学城“大创谷”建
设实施方案》，计划用3-5年，把大创谷打造成高校
创新创业活力区、西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示范区、
国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汇聚地。到今年底，大创
谷核心区平台全面完成改造升级并投入使用，初步
实现政策资源整合集聚、创新创业要素集中、全链

条式创新创业服务。到2022年，6个高校特色园全
部完成改造建设并投入使用，创新创业主体培育地
逐步形成。到2025年，以周边重点产业园区、科技
园区为主要辐射地的科技成果转化带基本形成，同
时，积极发挥区域性高校卫星园的支点作用，基本
形成“一核六园、两区多点”双创孵化体系，使高校
推动创新发展作用得到充分释放。

为推进高校智力优势转化为科学城高质量发
展优势，加快建设大创谷，重庆高新区设立了规模
5000万元的种子基金，可以对初创期的项目给予
40万——80万元支持，此外还有天使基金和成果
转化基金，助力优秀项目和团队成长。与此同时，
重庆高新区还将积极支持高校利用自有场地建设
孵化器，引进高水平孵化运营团队，引导高校创新
创业项目入园孵化培育等；协调对接地方产业园
区、社会市场资源，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对
接反馈地方主导产业需求，促进校地协同育人。

在当天的活动中，重庆工商大学吕煊博士的
“地理测绘信息及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项目、重庆
交通大学杨红运博士的“隧道与地下工程不良地质
实时智能检测及临灾预警”项目等首批入驻大创谷
的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西南大学、重庆交通
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的创新创业项目及教育
实践成果还进行了现场展示与交流。

打造高校创新创业高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大创谷开建

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目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运营

11月24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大创谷·梦花园现场。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上接01版）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
合作和竞争。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
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
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
则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
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深化同共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倡导知
识共享。

习近平强调，要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
要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和保护，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
转让行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手
段。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
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要形成高效的国际
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
外风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责任，强化
知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制，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坚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坚
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知识产
权意识，加强学习，熟悉业务，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