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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携手启动“双千”计划
两大核心内容：“千项合作项目”、“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

今要闻

相关新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6月11日，第二届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在四川成都正式
开幕；在开幕式的重要成果发布环节，成渝
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正式
启动。记者了解到，“双千”计划包括“千项
合作项目”计划和“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
计划两大核心内容。

据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科技
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市和四
川省联合启动实施“双千”计划，旨在深化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联合攻关、技术
转移、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务实合作，推动
成渝地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

交往中心，成为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创新
合作的重要枢纽。

据悉，“千项合作项目”计划将聚焦数
智科技、航空航天、先进材料、清洁能源、现
代农业、食品健康等成渝地区重点领域，精
准对接共建国家民生改善需求，推进公共
卫生、医药健康、环境治理等领域的重大工
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则着力
构建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川渝两地将强
化青年科学家联合培养，推动成渝地区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科技人才联合
培养机制，每年选拔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
到国（境）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学习培

训和联合研究，支持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
来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和交流，培养共建

“一带一路”青年科技人才。
据悉，为保障“双千”计划的实施，川渝两

地将建立专项对接工作机制，加强对“双千”
计划重大平台、重点项目、重要政策等统筹协
调。同时，设立“双千”计划专项资金，每年分
别安排经费，支持与共建国家的国际联合研
发项目、青年科学家培养与创新创业，推动与
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走深走实。

力争到2030年，成渝地区面向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累计实施千项合作项目、
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成渝地区作为科技
创新中心在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核心作用进一步彰显，成为引领共建“一带
一路”创新合作重要枢纽。

同期发布的另一重要成果——成渝
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作
为全国首个面向共建国家的技术转移中
心，已于2024年底获科技部批复启动建
设。该中心将按照“一个中心、两地共
建、众点协同”模式建设。按照计划，两
地将用 3 年时间，与共建国家打造国际
技术转移节点20个以上，促成国际合作
项目 100 项以上，组织国际技术培训
1500 人次以上，加快建成面向“一带一
路”的技术转移枢纽。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城市更新的重
要内容，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月11日，市住房和城乡建委发布信息，今
年重庆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227
个、3011万平方米。目前已开工改造937
个小区、2193万平方米，开工率超75%。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将给周边居民生活
带来怎样的改变？6月11日，记者来到渝中
区兴隆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施工
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雨污管网、墙面整
治等改造施工，施工现场井然有序。

兴隆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位于渝
中区七星岗街道兴隆街与枇杷山正街交会
处附近。项目改造面积约1.95万平方米，
涉及居民 292 户。项目范围为兴隆街
130#、兴隆街 131#、兴隆街 132#、兴隆街
135#等老旧楼栋、建筑。

与此同时，位于大渡口区的惠丰居、金
属村等小区也在积极建设中。该项目作为
大渡口区今年启动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之一，于3月底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正在
进行屋面改造。项目共涉及楼栋11栋、居
民826户，改造面积约5.2万平方米。

2018年，重庆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2019、2020年全面推开，2021年至
2025年连续五年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深入
推进。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启动改造老旧小
区9626个、2.14亿平方米，惠及群众223万
户。通过改造，老旧小区居住舒适度、安全
韧性大幅提高，居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住有所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未
来我市还将有更多老旧小区能够得到改造，
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
好”的飞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影报道

重庆市级重点民生建设项目——两
江新区鸳鸯街道农转非小区综合整治工
程取得重大进展。6月11日，记者从两
江新区建设局获悉，该工程中的白鹭园
小区和财信小区已完成整治，丹鹤小区
整治预计年底完工。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的白鹭园、财
信、丹鹤三个农转非小区，是该片区有
名的老旧小区，三小区的住宅楼均为砖
混结构多层建筑，自建成使用至今已有
近20年。近年来房屋使用安全风险增
加、功能配套设施不完善、小区环境及
户外设施欠佳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小
区“顽疾”，也成了居民们的“心病”。

群众利益无小事。去年5月，作为
2024年重庆市重点民生建设项目之一，
鸳鸯街道农转非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正式
启动，项目工程涉及白鹭园、财信、丹鹤
三个农转非小区，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
方米，涉及居民1917户。经过一年时间

的整治，目前白鹭园小区、财信小区整治
已完工。

对三个小区的整治改造，在房屋品
质提升上，重点体现在屋面漏水整治、外
墙砖脱落整治、增设停车位等方面。

在消除安全隐患上，重点体现在消防
管网更换、防盗网整治、烟道整治等方面。

在环境美化方面，重点体现在增植
添绿、花台整修等方面。

“变化最大的，还是两个老旧小区变
身成为了智慧型小区。”白鹭社区党委书
记李照平说，整治工程是一项名副其实的
民生工程，白鹭园、财信小区都属白鹭社
区，两个小区以前没有一点智慧元素，改
造后拥有了智慧停车系统、智能监控系
统、门禁系统、防高空抛物系统、防火防盗
系统以及连接社区的智慧平台。数智化
的应用，不仅能提升小区居民生活的品
质，也有助于提升社区现代化治理的水
平。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近日，在沙坪坝区支持下，由国际物
流枢纽公司引入、工厂面积1万平方米的
恩井智控重庆产研基地正式落地，预计今
年年底建成投用。此举对外向型工业化、
生产型服务业从无到有的国际物流枢纽
园区来说可谓正当其时。本次恩井智控
重庆产研基地同样落地园区北部区域的
沙坪坝工业园区物流组团，进一步充实园
区新能源汽车配套建设。

据了解，该产研基地名如其项，包含
本地研发、生产制造两个工作板块，前期
主要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进出
系统，规划生产线5条以上，预计达产后
年产量在200万套左右。工业再造是壮
大实体经济的关键一环，其中又以新能源
汽车城建设为突破口。目前，以沙坪坝工
业园区为承载，以强链延链补链为抓手，
全区新能源车核心网状产业结构加速形
成，产业集聚、特色凸显、功能完备的汽车
新生态也日益丰富。

在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今年1—4月
各项核心指标实现“开门红”，枢纽市场交
易额约432亿元、增长18.7%；枢纽运量约
930万吨、增长12%；枢纽外贸进出口额
约13.66亿元、增长286%。跨境公路班车
5月7日单日发运100车，按50标箱满编
列车组折算，约发13列。截至5月底，今
年班车已累计发运6011车，折算约800
列，货运量1.17万标箱与国际班列基本持
平，在全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中
展现了巴南担当。

陆海新通道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机遇。公路物流基地一季度实现市场
交易额305.76亿元，同比增长14.8%，全
年目标完成率24.5%；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85.2%，达7.5亿元；零售业销售额完成率
25%，增速30.5%领跑消费领域；规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117.4亿元，助力商贸服务
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提速。据了解，国际
通道网络扩容新增重庆—缅甸曼德勒公
水联运新线路，构建"3向12线25口岸"跨
境网络新格局；首发危化品跨境公路班
车，创新推出跨境零担快运模式，服务能
级再提升。重大项目加速落地签约明睿
摩托、锦汇包装等4大项目，协议引资50
亿元；新发地东盟国际农产品集散交易中
心项目启动建设；安信商用车智慧科技园
主体完工71%，快生活智能新材料产业园
进度超90%。

今年内，公路物流基地将力争实现枢
纽吞吐量3200万吨、市场交易额1250亿
元、进出口额40亿元，跨境公路班车发车
破万，国际班列开行52列，形成8项标志
性成果。到 2027 年，力争枢纽吞吐量
4000万吨、市场交易额1500亿元、进出
口额60亿元，跨境公路班车发车1.5万车
次以上，双循环班列常态化开行200列以
上。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绿意铺展、颜值拉满、智慧焕新

这两个老旧小区变身智慧小区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添新业态

公路物流基地
交出亮眼成绩单

拼经济 抓发展开工率超75% 我市老旧小区悄悄“换装”
今年重庆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227个、3011万平方米

楼顶整治，居民不用担心房顶漏水了。

兴隆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现场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惠丰居小区改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