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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科学主题“铸魂”专注人才安居“筑巢”

汇聚科技力量 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已具雏形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近期，《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
规划（2021—2025 年）》（简 称《规
划》）、《重庆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关于支持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简称《意见》）等文件相继发布，均提及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金凤片区
规划建设100平方公里的成渝综合性
科学中心，这让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成
为焦点。

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是什么？怎
么建？2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
西部（重庆）科学城进行了探访。

高水平建设“五大创
新支撑”

据介绍，地处西部（重庆）科学城核
心区的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北至大学
城，东衔科学大道，南接高新大道，西揽
缙云山。

根据《纲要》，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将努力建设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
原始创新和战略性产品开发策源地、成
渝地区服务国家科技资源战略大后方
建设的新兴高地、我市创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和集
中承载区。

为此，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将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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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
创新“引领性”。

大学城将重点围绕原始创新、成果
转化等领域，建设超100万平方米孵化
空间，突破校地物理围墙和心理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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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港位于科学公园以西的曾家
片区，将重点围绕物质科学、材料科学
等领域，规划用地近4000亩，集中布局
大型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建设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区，推进超瞬态实验
装置、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项目建
设，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努力实现更多

“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打造原始创
新策源地。

科学谷位于科学公园东侧的含谷
片区，将重点围绕绿色低碳、智能技术
等领域，集中布局技术创新中心、前沿
交叉研究平台、孵化器、加速器、企业研
发总部基地，建设约140万平方米办公

楼宇，推进清安储能研究院、大唐高鸿
车联网总部等项目，打造前沿科技集聚
地。

生命岛位于科学公园南部的金
凤片区，将重点围绕生命科学、生物
医药、农业科技等领域，集中布局高
水平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 100 万平方米研发场
地，推进金凤实验室、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等项目建设，打造生命科学策
源地。

科创街位于科学公园北侧的西
永片区，将重点围绕集成电路、信息
技术等领域，集中布局产业技术研究
院、制造业创新中心、高技术服务机
构，建设约 110万平方米创新载体，
力争突破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瓶颈，
构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新业态，
促进产业提档升级，打造微电子产业
创新高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
示，预计到2025年，成渝综合性科学中
心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市级
以上重点实验室超过100家，每万家企
业法人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00
家，逐步成为构筑大平台、实施大项目、
凝聚大团队、促进大协作、产出大成果、
孵化大产业的集中承载地。

成渝综合性科学中
心已具雏形

据介绍，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1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了坐拥科学公
园、科学谷等地标性建筑，汇聚了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一大批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创新资源和科技创新基
础设施正在加快落地，成渝综合性科学
中心已具雏形。

位于重庆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种
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是生命岛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西南大学联合国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今年1月已正式运行。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位于农业产
业链最上游，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核
心。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的建立，就被
赋予了破解农业“芯片”中“卡脖子”问
题、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使命。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西南大学教授夏庆友告诉记者，长江上
游（西部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
资源分布，我国大约70%的物种来源
于长江上游，其中包含不少珍稀、濒危
物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将开展长江上游种质资
源发掘、收集、保护、创制与利用等任
务，为打好种业翻身仗贡献重庆力量、
重庆智慧、重庆方案，让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据悉，依托西南大学的优势力量，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从提出建设计划
到揭牌开建、再到正式运行，仅用了两
年时间，并被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纳
入国家支撑服务育种创新的5个专业
化平台之一。

“中心一期占地2万平方米，已入
驻有蚕、青蒿、杨树3个物种。”夏庆友
介绍，在这里，育种试验基地从过去的
田间地头变成了“植物工厂”“动物工
厂”，任何环节都实现了精细化管理，避
免了田间地头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一株
苗就能实现过去上千亩地的效果，一年
就干了过去几年甚至十年干的事情，大

大缩小了育种试验规模，缩短了研发周
期，提高了研发效率，实现批量化出品
种、出专利、出成果。在他看来，这将是
一场前所未有的“育种革命”，真正推动
我国种业从赶超到引领。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只是一个缩
影。聚焦科学主题“铸魂”，如今，西部
（重庆）科学城加快建设超瞬态实验装
置、中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等重大创
新平台，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及基地、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等科技创新基地，高起点建设
金凤实验室，推动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
中心、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等校
地院地央地合作项目落地，让成渝综合
性科学中心愈加有“底气”。

打造“两大城市中心”

据了解，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不仅
要“铸魂”，也要“筑城”，把城市建设放
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打造“两大城市中
心”——以商业、商务、外贸为主的大学
城—西永中心和以总部办公、科技金
融、国际交流为主的金凤中心，统筹布
局综合交通、配套设施、教育医疗、绿色
生态、商业商务、智能智慧“六大城市功
能”，为人才安居乐业“筑巢”。

在综合交通上，强化交通设施互联
互通，加快构建内快外畅的综合交通体
系。在教育医疗上，高标准、全覆盖、多
层次布局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教育
特区、医疗高地。在绿色生态上，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示范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在文化休闲
上，把历史文化、科学元素融入景区景
点、城市街区、美丽乡村。在商业商务
上，合理布局国际化商业商务设施，构
建“一核引领、七点支撑、均衡网络”的
市、地区、社区三级商业中心体系。在
智能智慧上，加强5G基站、工业互联
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
合应用，确保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达
到90%，提升数字化水平。

重庆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超高分辨扫描电镜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做实验。该
中心为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打下良好基础。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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