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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LED屏幕上，发动机曲轴
通过高清工业视觉成像系统进行采集
后，再进行AI缺陷检测……这是重庆
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下称“歇马曲
轴”）打造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
景之一。

歇马曲轴所在的北碚区，是全市唯
一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
近年来，该区聚焦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民营经济已成为
该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新动能不断
释放。

“仅今年，北碚区便新增科技型企
业465家。”10月5日，北碚区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北碚区科
技型企业目前累计已达2731家，位居
全市第四。

营造工业互联网生态 赋能
民营企业转型发展

工业互联网是未来工业发展方
向。北碚区积极打造以工业互联网为
引领的智能化平台，引进落户中国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重庆分院、国家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重庆分中心，获批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民营企业转型

“智造”赋能。目前该区已推动企业“上
云上平台”近1万家，带动130余家企
业完成智能化改造。

歇马曲轴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
家集发动机曲轴总成、设计、生产于一
体的民营工业企业，已在北碚发展60
多年。公司副总经理曹欣蔚告诉记者，
通过实施“5G+工业互联网”改造，公司
打造了“5G+机器视觉识别”“5G+智能
物流”“5G+合规化”“5G+物联网”

“5G+能源管控”等6个典型应用场景，
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良品
率提高20%以上、整体管理协调效率
增长40%以上，今年还入选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营造工业互联网生态为民营企业
赋能，只是北碚区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
用，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北碚区通过实施

“碚添动力”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开展科
技人才“双进”行动，选派科技顾问进园
区、科技专员进企业，实施科学技术进步
奖励办法、专利资助奖励办法、科技创新
券管理办法等，推动创新成果向民营企
业转化、创新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

围绕重点领域，北碚区建立起梯度
培育体系，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民
营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民营企
业。仅今年，该区便有8家企业获评专
精特新“小巨人”，96家企业获评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同比增速分别为
133%、480%。通过实施“科技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培育工程，截
至2021年底，该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达267家，今年该区申报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139家，同比增长74.6%。

创新金融政策工具 激发民
营企业创新活力

4年前，重庆斯太宝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斯太宝公司）因资金不足举步维
艰，发展受限。种子基金的及时注入，
让斯太宝公司得以发展壮大。

“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一些科研
团队、初创企业虽有硬科技，却因缺乏
资金导致转化率不高。”北碚区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重庆市科技局
和北碚区共同出资成立总规模为3000
万元的“嘉陵创客科技创业种子投资基
金”，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问题。目前该种子基金共投资包括斯
太宝公司在内的5个项目，投资金额达
270万元。

在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中，
北碚区通过创新金融政策工具，激发民
营企业科技创新活力。该区出台《北碚
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
补偿基金工作方案》，建立“银行信贷支
持+财政风险分担”的科技型企业融资
新模式，助力科技型企业融资轻资化、
信用化，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给予
最高500万元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和
最高80万元的种子基金股权投资，已
累计帮助343家科技型企业获得5.5亿
元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引导商业贷款
5.4亿元。

目前该区正在对接市内相关金融

机构、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瞄准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探索组建科
创天使股权投资基金，以进一步完善投
融资体系。

开通两班“直通车” 精准助
企纾困

重庆广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蔡家智慧新城，是一家以特高压、人
工智能、充电桩为主营业务的高科技产
业集团，目前正全力推动旗下全资子公
司广仁铁塔IPO上市。企业董事办主
任戴菁告诉记者，上市过程中需要开具
合规证明，原本要跑20多个部门，但通
过“直通车”反映此事后，北碚区民营经
济发展局为其打包全程代办。

戴菁所说的“直通车”，就是北碚区
建立的民营企业困难问题直通车制
度。其中，线上“直通车”通过民营企业
经济智能服务平台提交诉求；线下“直
通车”通过定期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
会、开展百日大走访活动等方式收集汇
总企业难题。“直通车”实行三级问题解
决机制，一般问题由牵头部门解决，突
出问题由区级领导包案解决，重大问题
提交领导小组研究解决，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截至目前，线上+线下两
班“直通车”累计收集、处理企业困难问
题5900余件。

今年，北碚区又完善全覆盖联系民
营企业机制，按照“有求必应”“首问负
责”的原则，对企业提出的诉求5个工
作日内反馈。同时，建立“民企评部门”
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反映政府职能部门
及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
及违纪违规等情况。

为解决企业对涉企惠企政策掌握
不清楚、不全面的问题，今年，该区还为

“四上”民营企业专门配备“政策解读
员”，负责实时发布涉企惠企政策，接受
企业政策咨询，为企业进行政策解读，
指导企业申报等工作。

近三年，北碚区年均新发展市场主
体1.97万户、年均增长68.6%，其中民
营市场主体占97%以上。

科技型企业5年新增2000余家

北碚民营经济创新活力迸发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按照《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
到2025年，重庆将推动实现使用商业
楼宇面积200万平方米，新增从业人员
20万人。“弹丸之地”的渝中半岛，有近
400栋写字楼。这些楼宇，堪称“摇钱
树”——2021年，渝中区全年纳税逾千
万元的楼宇，有127栋；超亿元的楼宇，
有40栋。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2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渝中区荣列中
国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标杆城区30
强。这是多年来重庆入围该榜单的唯
一区县。

渝中区占地仅有20余平方公里。
这样一个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地区要
谋发展，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产出强
度。如何提高强度？高附加值的现代

服务业加科技创新是不二选择。
“近些年来，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渝中区坚持发展金融、商贸、文
旅、科创、健康、专业服务等六大现代服
务业的产业方向，一直没变。”9月26
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渝中
区招商局局长王永强表示。

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
才。安商、稳商，发展壮大楼宇经济，关
键在于为人才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让人才真正“近悦远来”。
吸引人才，渝中区靠的是一套完备

的人才工作机制。
人才遍天下，但哪些才是为我所

需？对此，渝中区采用定点寻访、问卷
调查等方式，对全区市场主体的人才需
求进行大摸底，并建立大数据台账，定
期根据产业经济的发展需求，通过国际
国内各种平台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实现“靶向聚才”。

一方面是对外招揽人才，另一方面
则是对内培育人才。就后者而言，渝中
区的主要做法一是加强产业人才队伍
培育，储备一批科技人才、产业人才；二
是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
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最大限度激发人
的潜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渝中区共有
技能人才188109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62961人，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20平方公里土地上有40栋“亿元税收楼”，跻身中国楼宇经济（总部经济）
标杆城区30强的区县——

科技创新让渝中楼宇经济释放澎湃动力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位于北碚区蔡家智慧新城的重庆能正机械有限公司厂房内，机器人在焊接汽
车钣金件。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秦廷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