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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蓝庆华：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以数字重庆建设撬动制造业变革

重庆是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
基地，拥有制造业全部31个大类
行业，经过长期建设和发展，目前
形成汽车、电子、装备、材料、医
药、消费品等“多点支撑”产业格
局。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以落
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家战略为牵引，以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方向，以数
字重庆建设撬动制造业变革重塑
为动力，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
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

从近一年发展实践来看，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要求方向
一致、完全契合，为新质生产力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23年，全
市规上工业营业收入达2.68万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6.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比由2022年的 31.1%提高
至 32.2% ；新 增 科 技 型 企 业
15535 家、高新技术企业 3071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3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10家，累计
分别达 58524 家、7565 家、286
家、55家，两化融合发展指数稳
居西部第一。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高新波：
优势学科与现代产业需求结合

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

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人才是关键，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重庆邮电大学等重庆高校责无旁贷。
只有培养出能够引领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经济形态的人才，才能为重庆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年来，重庆邮电大学积极探索
“人工智能+”学科群建设，立项建设了
“智能通信”“智能安全”“智能汽车”
“智能芯片”“智能决策”等学科群。通
过把该校的特色优势学科与重庆现代
产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启动了教育
部工业互联网现代产业学院、工信部
智能汽车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教育部
集成电路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同时
正在积极筹建卓越工程师学院。在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分别推出了跨
系共建的“网络安全+信息法学”，跨院
合作的“人工智能+应用数学”“量子通
信+应用物理”，以及校际联合的“大数
据+经济学”等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
培养项目，让学生开阔眼界、跨界融
合，着眼未来。此外，通过“下山办院”
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园区，进入企
业，发现“真问题”，开展“真科研”，让
创新实效“蒸蒸日上”。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之一，新质生产
力“新”在哪里、如何布局、从何着力？新重庆与新质生产力
又如何“新新”相吸？3月6日，出席2024年全国两会的我
市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围绕“加快发

展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重庆经济高
质量发展”这两个主题，畅抒己见，建言献策。

新重庆与新质生产力
如何“新新”相吸

人大代表发言出“新”意
政协委员提出“金点子”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卫东：

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
加快补齐研发短板

新质生产力其基本逻辑，就是要以
“新”促“质”，以“质”书“新”，让发展呈现
新气象、形成新格局、获得新成效，继而领
跑新赛道。西永微电园充分发挥连接全
球产业链的重要作用，锚定“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目标要求，加快搭建高能
级创新平台，成功布局了惠普重庆研发中
心，顺维科技服务器研发中心、重庆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
心等一批研发机构，围绕智能终端、服务
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汇聚
上下游创新企业，加快补齐研发短板，加
速“强身健体”，助力重庆打造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创中心。我市应发挥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正向激励、“亩均论英
雄”改革倒逼约束等政策机制，引导支持
企业全面提升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
制造水平，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党委书记、局长明炬：
实施“双倍增”计划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是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石与源头。通过
加快四个重庆实验室建设，推动高校基
础、前沿、交叉科学研究，培育发展面向
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的产学研协同创
新平台，形成构建科技生产力新质态的
重要支撑。在聚焦“33618”现代制造
业产业集群，要结合原创性颠覆性科技
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新领域
新技术应用和优质科技创新成果的及
时转化，不断孕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
动能。

重庆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
力军，2023年十大科技进展中，2/3都
来自企业，说明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强
劲。主管部门要鼓励企业牵头重大
（重点）科技专项，构建以重大科技任
务为牵引、大企业带小企业、产学研结
合的创新综合体，形成持续创新和协
同创新。重庆正在以更大力度组织实
施“双倍增”行动计划，加大在新兴领
域、未来产业和新模式新业态企业的
引育，提升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支持数智科技、未来健康和绿色低碳
企业发展。此外，开展企业科技特派
团、企业创新“揭榜攻坚”、校（院）企科
技成果对接等行动，推动人才、技术、
成果、项目向科技型企业集聚，加快打
造创新之城。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张兴海：
实干巧干快干

打造全球标杆级智能汽车

重庆是发展热土，重庆营商环
境优，发展先进制造基础好、政策
多，在市委市政府关怀鼓励下，赛
力斯建成了全球标杆级数字化工
厂，全力打造出全球标杆级智能电
动汽车。赛力斯汽车以“在实干中
争先，在巧干中争先，在快干中争
先”的姿态，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和
产业大势，集中一切资源，夯实研
发、制造、质量、销服、供应链五大
精品平台,实打实干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精品。以新质生产力扎实
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聚
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

赛力斯汽车仅用15个月就交
付10万辆高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成为成长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品
牌。问界新M7累计交付超过10
万辆，豪华科技旗舰SUV问界M9
上市62天，累计销量就突破了5
万辆。我们要以新质生产力壮大
发展新优势，在“33618”建设洪流
中抓住有利时机，大干快上、力争
上游，争当带动重庆产业链发展的
头雁。

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重庆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兼）许洪斌：
打造全市绿色低碳科创高地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
一方面，做好“由大到强”的文
章，加快建成一批引领成渝、辐
射西部、影响全国、面向全球的
高能级创新平台；另一方面，做
好“无中生有”的文章，通过强化
川渝协同创新，瞄准空天技术、
人工智能、新能源、脑科学等前
沿技术，促进基础研究与重大专
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关键技术
攻关突破。

今年，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将
聚集打造全市绿色低碳科创高
地，加快广阳湾实验室建设，依托
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与北京
航天控制自动化所共建蓝翡翠实
验室、与四川共建脑科学与类脑
智能重点实验室；以重庆东站枢
纽新城和广阳岛广阳湾片区为主
要载体，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系统提
升产业、创新、开放、城市“四个能
级”。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员、微
纳制造与系统集成研究中心主任史浩飞：
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接力跑”

在新材料领域的实践中，我有很多深
刻体会，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
程中，只依靠科研人员自己一个环节的

“百米跑”冲刺还远远不够，要统筹产业链
上下游，合作“接力跑”。

我所在团队一直专注于新材料研究，
尤其是围绕石墨烯材料的高质量制备和
应用，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通过
与航天领域应用团队紧密合作，针对空间
光学载荷的需求、量身定制，反复迭代，成
功研制了一款石墨烯超高光吸收材料，有
效提升了航天器载荷的探测能力和定量
化水平，已经应用在中国空间站、风云卫
星等几十个航天型号上。我建议加大对
科技领军企业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引导
科技领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协
同，共享前沿创新成果，让科技创新成果
可以更快地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
健全完善相关法规

促进知识产权向“新”转化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
力，其中“新”更侧重领域的“新”，
以新技术、新赛道、新业态、新经
济为主要表现，这就需要加快健
全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
我建议围绕市场准入、审批许可、
招标投标，对涉及民营经济发展
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开
展合法性审查，持续迭代升级法
治化营商环境政策。

如何以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我建议重庆可进一
步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服务
模式，通过主动收集创新主体的
知识产权保护诉求，量身定制包
括申请服务、信息服务、法律服务
和咨询服务等事项在内的整体方
案，通过对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运用、管理的专业指导，促进知识
产权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激活新
质生产力的重庆“加速度”。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谭遥

重 庆 谋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