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
栏
的
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今年1－9
月全市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2.6%。这其中，形成了独特的“照
母山现象”——5000余家企业、超8万名人才汇聚，上百栋楼宇“群

星闪耀”，工业软件、汽车软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
业成链成群……数字经济赋能、人文历史积淀的两江新区照母山
如今成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热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
到实际工作中、具体行动上，以新气象新作为奋力开创新局面。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走进照母山·发现新领域新赛道”大型调研
报道，讲好科技创新故事、人才故事、新领域新赛道故事，敬请关
注。

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光电园站，每
天近5万人进出。这个站高峰时段小
时客流高达1.9万人次。

光电园站为啥这样繁忙？因为它
所连接的有上百栋楼宇，入驻了5000
多家开展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务的企业，
从业人员超过8万人，产业规模约占全
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总量的1/4。

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在照母山一带
高度聚集，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就是业界津津乐道的“照母山现象”。

一脉相承的两个行动计划

“照母山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
的？这与重庆大力实施的两项行动计
划紧密相关。

近年来，重庆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创造了
广阔的市场。通过“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建设，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创
造了广阔的市场。

为打造“智造重镇”，重庆一手抓
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着力构建

“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

如今，重庆已累计实施4800余个
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734个数字化车
间和127个智能工厂，示范项目生产效
率提升58.9%，累计集聚规上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企业1704家，数字经济增加
值年均增长16%。

为打造“智慧名城”，重庆积极构
建“云联数算用”全要素集群，打造“住
业游乐购”全场景集。如今，重庆的智
慧城市建设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先后
入选“全国十大新型智慧城市典型示
范案例”“全国十大新型智慧城市典型
地区实践”等榜单。

随着“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
的推进，一大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应运而生。这些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之
一，正是照母山。

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今年前7个
月，两江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
达 到 479 亿 元 ，约 占 全 市 比 重 的
24.6%。据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局长
胡景兵透露，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十之八九都在照母山片区。

除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重庆另一

个创新行动计划——“满天星”计划，
也为重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今年7月，“满天星”计划启动实
施；今年1－9月，全市软件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12.6%，新增从业人员3万余
人，新引进重点项目200多个，新注册
企业1870多家。

企业为啥“扎堆”照母山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
明专利数量居重庆金融行业第一、全
国消费金融行业首位；易宠科技有限
公司，2020年入选《胡润中国猎豹企
业》；重庆励颐拓软件有限公司，开发
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仿真软
件；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累计为上
百万座基站、上亿台设备、上百亿根线
缆提供标记服务……

这些企业，为啥“扎堆”照母山？
在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谦看
来，首先是这里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
景丰富，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

据了解，目前，两江新区已形成汽
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
先进制造业集群，给软件和信息服务
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为了让这些场景在引育企业、带
动产业中真正发挥作用，两江新区建
立了专门的工作机制，推动应用场景
清单责任部门与供给能力目录有关企
业对接，近年来累计实施了上百个软
件和信息服务领域的场景应用项目。

其次，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属于技

术密集型行业，人才、科研资源是关
键。而这，正是照母山的最大优势之
一。

照母山的科研服务能力有多强，
单看它研发平台的数量和种类，就可
见一斑。这里，一般性的科研平台有
近70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技术这样
的公共服务平台有两家；这里，像长安
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这样的新型研发平
台有8个，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这样的新
型研发机构有近50个。

同时，两江新区还建成10个软件
和信息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每年可培
训学员1.8万人。

此外，照母山充足而优质的楼宇
载体，以及两江新区完善的配套政策，
都有力地吸引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前来落户。截至目前，两江新区为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打造的楼宇已超过
380万平方米，推出人才公寓和公租房
约100万平方米。

要成为“满天星”中“最
亮的一颗”

正是由于看中了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对经济发展巨大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重庆市和两江新区，均对这一产业
的发展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2021年6月出台的《重庆市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
出，“推动重庆在‘十四五’全面建成中
国软件名城”。

按照“满天星”行动计划，到2025
年，重庆将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上万家，新增业务收入1000亿元，总
产值达到5000亿元。

而发展已初具规模的两江新区，
则立志要做“满天星”中“最亮的一
颗”。

前不久，两江新区发布《推进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建圈强链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两
江新区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载体
110万平方米，新增企业4000家以上，
新增从业人员11万人，力争新增业务
收入超500亿元，产业总规模力争突破
2000亿元。

和上述“满天星”行动计划对比，
记者发现，未来3年内，两江新区新增
的用于承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楼宇
载体，将占全市50%以上；新增企业数
量约占全市40%；新增从业人员占全
市一半以上；新增业务收入力争达到
全市一半……

为实现“雄心壮志”，目前两江新
区已经锁定工业软件、汽车软件、新兴
平台软件、行业应用软件、数字内容等
5大发展方向，并提出开展载体优化、
主体培育、创新引领、应用牵引、人才
引育、生态完善等6大专项行动。

而照母山，无疑是“最亮的这颗
星”的主要承接地。据悉，为了支持照
母山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做大做强，
最近，两江新区出台了专项政策，从优
化产业发展载体、鼓励产业生态集聚、
激励人才团队活力、加大金融支持等
10个方面，推动其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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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余家企业，超8万名从业者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扎堆照母山

走进照母山
发现新领域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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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母山片区的高技术企业。 （两江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