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快马加鞭！4 月 15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 2021 年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暨中电重庆软件园开工仪式。本次集中

开工重点项目共计 107 个，总投资 1062.3 亿元，

其中市级重点项目 17个，总投资 516.6亿元。

助推网信产业升级
中电重庆软件园落户

据介绍，这些项目中，包括科技创新类项目

9 个，总投资 130.3 亿元；产业发展类项目 44 个，

总投资 466.2 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 23 个，总投

资 235.8亿元；社会民生类项目 31个，总投资 230

亿元。

从地域分布来看，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核

心区的重点项目 33 个，总投资 361.7 亿元。凤栖

湖公园及水利工程项目计划 2022 年 6 月竣工。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中电重庆软件园项目。

据了解，中电重庆软件园，由总部位于北京

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电子）打造。项目整体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

米，将打造以网信+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网信软

硬件产业集群，建成重庆软硬件骨干企业总部基

地、西南产业数字化集聚示范基地，计划 2023年

建成投用。

为何会选择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中电

重庆软件园负责人表示，重庆的信息产业底子

好、基础好，将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此外，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人才优势、“高新速

度”和营商环境等也极具吸引力。

据介绍，中电重庆软件园除自用一部分外，

将吸引超 300 家网信及数字经济生态链上下游

企业集聚，促进网信上下游生态的良好发展。

“中电重庆软件园的落地，将在网信领域起

到极大的带动性、引领性作用，预计将吸引上万

名高端人才入驻，带动重庆网信产业升级换代。”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动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
建设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另一重大项目

是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项目。该项目由西南大

学推动建设，聚焦长江上游重要特色物种，建设

可持续利用的种质资源库、多组学与人工智能生

物大数据中心、资源规模化创制设施和生物育种

科学中心，计划今年 6月投入运营。

据西南大学相关人员介绍，长江上游区域的

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峡库区等代表性的生态

资源区，孕育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动植物资源。而

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面临严峻挑

战。建设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是抢占

规模化种质资源创制制高点的需要，是推动长江

上游经济带绿色高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重点建设内容为建设

可持续利用的长江上游种质资源库，建设多组

学与人工智能生物大数据中心和建设资源规

模化创制设施和生物育种科学中心。规划建

设模式为“一核多园”，“一核”，即重庆高新区

核心区，作为长江上游种质创制核心研究示范

区。“多园”，即渝北、永川、北碚等种质创制产

业园，主要承担种质创制栽种、饲养、鉴定、筛

选、应用等功能。核心设施占地面积预计 200

亩，异地种质、个体和群体保存、评价、筛选用

地面积预计 1800 亩。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建设将针对长江上游

地区肩负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收集、

整理、保护长江上游重要物种资源，构筑国家西

部资源安全屏障。建设资源规模化创制设施和

生物育种科学中心，在国内国际上取得一批具有

重大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培育一批国家级人才和

大团队。高标准建设动物、植物、微生物工厂，实

现性状规模化鉴定，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批量培育

颠覆性品种，支撑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建设与产业

发展。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计划“十四五”期间，培

育颠覆性品种 100 个，孵化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

其中上市企业 1—2 家，预计新增产值超 1000 亿

元。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最终形成基于种质创

制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此次开工的项目除了科学城核心区，其他片

区也百花齐放，科技含量十足。位于西部（重庆）

科学城沙坪坝片区的重点项目共 20 个，总投资

174.7 亿元，包括沙田污水处理厂和地质科技创

新研究院等项目。位于九龙坡片区的重点项目

15 个，总投资 197.6 亿元，包括高品质铝中间合

金生产线等项目。位于北碚片区的重点项目 8

个，总投资 74.3 亿元，包括航天楷世感控科技全

国总部项目等项目。位于江津片区的重点项目

26 个，总投资 103.4 亿元，包括中科（重庆）智慧

产研城等项目。位于璧山片区的重点项目 5个，

总投资 170.6 亿元，包括中国长安青山智能传动

产业园、大数据儿童教育 MALL等项目。

总投资超千亿元
西部（重庆）科学城10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

之年。在成渝发展主轴上，毗邻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一座产业新城正蓄势

待发，这就是成都未来科技城。

4月15日，《成都未来科技城片区设计草案》（以下简称《设计草案》）面

向社会公示，即将全面启动建设。规划范围60.4平方公里的成都未来科技

城，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一核四区”功能

布局的重要一极，将锚定国际创新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汇集区的定位，打

造一座人城境业相容共生的未来科技城。成都未来科技城是做什么的？

规划建设细节又有怎样的亮点？5月11日，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解读。

“两轴三片”布局 践行低碳理念

新发布的《设计草案》中提出，作为一座面向未来的产业新城，成都未

来科技城在规划时充分依托现有自然地理条件科学布局，形成了“两轴三

片”的空间布局。

其中，“两轴”分别为东西向的绛溪河生态轴、南北向的创新产业联动

轴；“三片”即成渝国际科教城、中国西部智造示范区、应用性科学中心。

其中，成渝国际科教城的目标是打造高端人才聚集区、创新成果发源区；

中国西部智造示范区将集聚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开放式创新聚落，

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聚集区；应用性科学中心将以新型研发机构和成果

转化平台建设为核心，打造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区。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都未来科技

城发展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三片”的划分，将规模适度的城市组团有机

融于大自然本底之中，构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的城市生态空间体系。同时，将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共生共荣、有机生长的生命共同体。

“在规划建设上，成都未来科技城在碳汇、建筑、能源、交通等方面全

方位推行低碳行动，积极鼓励绿色节能建筑，建立智能能源系统，塑造低

碳社区，健全公共交通系统，启用智能交通系统，推广新能源汽车。”成都

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成都未来科技城还将采取更加灵

活、多样的用地布局和功能配置，将不确定性纳入空间应变的种种考量，

走向生态、复合和永续的状态，使未来的城市空间具备可持续的功能迭代

能力。

发力“硬科技”构建未来产业体系

“产业新城的能级提升，最关键便在于高能级项目的落地、先进产业

的导入。”成都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规划，瞄准颠覆性、超前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硬科技”，成都未

来科技城将重点发展“3+1+X”高能级产业体系。其中“3”为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三大先进制造业，“1”为创业孵化服务、专业技术服

务、知识产权服务等科技服务业，“X”为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围绕主导产业，成都未来科技城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目前已引入阿

里云西部云计算中心及数据服务基地、联东 U 谷、富凯智能智造、辰创成

都智能雷达等高端产业化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0 亿元，涵盖智慧物流、

5G、电子信息、智能智造、航空航天等领域。

“同时，在这样一座融入自然的未来城市里，教育学府和高新企业将相

互配合，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建设输送高端人才，将为成都未来科技城产业

提供更多的活力和增长空间；新科技、新创意和新想法将在此迸发，科技助

推产业，产业又引领未来。”成都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规划，成都未来科技城持续深化与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着力打造前沿科学中心及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实验

室、国际教育园区等项目，推动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快速聚集，彰显成都

未来科技城科技特色，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源，为中国西部

（成都）科学城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力量。

瞄准“硬科技”构筑软环境

成都未来科技城设计草案来了

同和高新区加快建设装备

制造产业园等 6 个特色“园中

园”，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生态链“四链”融合，进一步

优化提升产业布局，打造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

孙秀泽
同和高新区负责人、同和街道党工委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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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青岛同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以下简称同

和高新区）的山东初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初农）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分两期建设项目，

一期主要产品包括淡紫拟青霉、腐熟剂、白僵菌、

光合细菌液剂等 30多种菌剂，项目全部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 5 万吨、年产值 8 亿元。“我们争取在

五年内打造成集产、学、研、销为一体的菌类生物

制剂及有机生物肥综合基地。”初农相关负责人

介绍。5 月 9 日，科技日报记者在位于山东省青

岛市平度市的同和高新区采访时看到一片忙碌

的生产景象。

作为平度市“四区八园”之一的同和高新区，

规划打造成开放、创新、活力、宜居的产城融合示

范区和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同和高新区负责

人、同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孙秀泽告诉记者，如

今，同和高新区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商贸物流产业、汽车装配产业、电子零部

件产业及现代都市经济产业六大特色产业成

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统计显示，同和高新区

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23.9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39%。

同和高新区何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孙秀

泽表示，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是国家在

新时代赋予山东的重大任务，同和高新区优化产

业发展环境和空间布局，加速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配套，发挥产城融合发展的引领示范作用，推进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生态链“四链”深度融

合，科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改造提升传

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青岛海佰利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佰利）等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高端项目扩

大再生产，新兴产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

出，高端产业项目优化升级，刷新了产业项目建

设的“同和速度”。

“海佰利的发展得益于同和高新区营商环境

的持续提升，以及同和高新区管委会‘保姆式’服

务企业的担当，为落户企业打造‘亲商、安商、富

商’的最优投资环境。”海佰利总经理孙涛是土生

土长的平度人，回首十余年创业路，他感触颇深：

“同和高新区发力高与新，提档升级，深化‘同和

一家亲’品牌服务，充分发扬新时代‘店小二’精

神，完善干部企业帮包制、服务‘绿色通道’制和

企业发展激励机制，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

软实力。”

“同和速度”产生了虹吸效应。据统计，已有

德、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70多家外资企业在同和

高新区投资建厂，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汽车装配、电子零部件、商贸物流、都市新经济六

大特色产业体系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山东省首批 12 个电子信息产业园之

一，同和高新区先后被青岛市委、市政府认定为

新能源材料产业集聚区、先进制造业功能区和机

械装备制造集聚区，成为青岛市首批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孙秀泽介绍，同和高新区坚持高与新的项

目产业特色，树立“项目为王”理念，通过进一

步壮大上下游产业发展链条，做大做强“园中

园”优势产业集群。其中电子零部件产业园以

TDK 电子等外资企业，以及锦承科技等智能制

造项目为依托，加速电子零部件产业实现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都市新经济产

业园依托海尔全媒体智能交互云基地等项目，

布局动漫游戏、全媒体大数据、网络直播等产

业……

去年克服疫情影响，同和高新区签约高科技

项目 24个，总投资 41.1亿元；在谈项目 7个，总投

资 92亿元；在建项目 32个，总投资 128.5亿元；竣

工项目 21个，总投资 57.4亿元，项目签约、开工、

竣工数均创历史新高。

“项目为王”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掌握通信线缆、海缆、特种电缆等领域技术

制高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高压、超高压电缆产

品占国家电网市场份额的近 40%……今年一季

度，同和汉缆项目已经完成核电站材料、轨道交

通电缆、低压特种电缆等产品研发生产，预计今

年实现产值近 9亿元。

“十四五”开新局，同和高新区捷报频传。“按

照‘工业集群化、集群园区化、园区社区化、社区

城镇化’要求，以及‘符合产业方向、填补产业空

白、税收贡献突出、社会效益明显’的原则，同和

高新区加快建设装备制造产业园等 6个特色‘园

中园’，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生态链‘四

链’融合，进一步优化提升产业布局，打造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孙秀泽表示。

同和高新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建立健

全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机制，搭

建人才交流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的平台。

同和高新区内近 40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尚好科

技、钰信丰电子、三山碳素等高新企业院士工作

站、专家工作站获青岛市批准；青岛展辰新材料

有限公司、青岛日日顺乐信云科技有限公司等高

新技术企业通过山东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青岛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认证。

培育创新链、产业链离不开资金链的支撑。

“完善资金链，不是简单投资补贴，而是让资金涌

向同和高新区科技创新前沿、企业研发一线。”

孙秀泽说，为解决磐石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工股份）科研融资难问题，同和高新

区管委会协调青岛平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次

给予该项目 7000 万元的续贷资金，解决了企业

现金流问题。如今，重工股份完成年工业总产值

4.5亿元。

做强“园中园”社会效益明显

去年 8 月开工的同和高新区汉河氢能电源

续建项目，总投资 7 亿元，目前正在进行主体建

设，着力打造氢能源汽车整车制造、氢能电源、氢

气制造运储、氢气加气站等全产业链体系及青岛

氢能源创新中心、国家氢能创新应用示范基地。

这是同和高新区新动能“氢”装出发的一个缩

影。孙秀泽说：“随着中国向世界宣布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同和高新区更加坚定持续

发力建设一个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高端新

能源产业高地。”

新项目产生新动能，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在

同和高新区，新即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

产业。孙秀泽介绍，同和高新区已落户近百个新

项目。其中，作为同和高新区“区中园”的新旧动

能转换产业园，去年新引进项目 22 个，总投资

71.2亿元，成为同和高新区项目引进排头兵。

总投资 1.2亿元的青岛氢航动力有限公司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氢动力电池 1000组、智能制

氢加氢机 60 台、氢燃料无人机 300 架；获批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的青岛新力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产品高温合金离心铸造炉管，主要用于温度高

于 1000 摄氏度的极限场合，是全世界正在推行

的超临界电力锅炉的关键技术部件……

招才引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同和高新区

引进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校董王宏博士、长江学

者殷福星、泰山学者孙玉城博士等一批优质人

才，其中，孙玉城博士团队自主研发生产出的世

界先进高端改性锰酸锂、镍钴锰三元系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是国内外首次制成的微米级单晶材

料，国内最大的动力型锂电池公司 CATL把该材

料应用在高端新能源汽车上，产品供不应求，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创造了有利条件。

“氢”装出发 新兴产业动力强劲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计

划“十四五”期间，培育颠覆性

品种100个，孵化高新技术企

业 10家，其中上市企业 1—2

家，预计新增产值超 1000亿

元。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最

终形成基于种质创制的千亿

级产业集群。

这个园区新旧动能转换有妙招这个园区新旧动能转换有妙招
““四链四链””融合助特色产业升级融合助特色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张德杰 张仰运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记者江耘）5月 6日，杭州高新区（滨江）第四届

国际人才节开幕，现场发布“5050”生态体系，包含首期规模达 1 亿元的

“5050 人才基金”与“5151 人才创新协同计划”等内容，通过赋能人才项

目，为区域创新增添动能。

“5050 计划”是杭州高新区（滨江）面向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扶持

计划，自 2010 年实施以来，已经历 3 轮迭代。基于对人才需求、创业痛点

的梳理总结，当地逐步开发“5050 人才基金”“5050 创业金”等服务产品，

构建“5050”生态体系。

“‘5050人才基金’主要面向初具规模的人才企业，是杭州高新区（滨

江）首只由区属国有企业直接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股权投资基金，最高投资

金额可达 1000万元。”滨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商丽萍介绍，“5050创业

金”则直接定位高校，用于资助在校生创业孵化项目、科技竞赛成绩突出的

师生团队，通过延伸引才触角，为杭州高新区（滨江）提前“锁定”优质项目。

商丽萍认为，除政策之外，市场、合作、协同是初创企业发展能否更进一

步的关键要素。“为此，杭州高新区（滨江）此次推出了‘5151人才创业协同计

划’，谐音‘我要我邀’，意在只要人才企业有需要，政府就会来搭台邀请。”

据了解，杭州高新区（滨江）专门成立了人才创业协同工作组，构建

“部门—企业—平台”人才创业协同工作框架，链接各行业企业和重点平

台，各职能部门牵头组织人才、产业协同活动，形成杭州高新区（滨江）人

才创业协同工作服务网。

当天，全国第五家国家“芯火”平台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也于现场揭

牌成立，旨在集聚一批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相关领域工程师，赋能企业

共享技术、成果、人才等资源，服务滨江芯片产业。

对人才扶持再升级

杭州高新区发布“5050”生态体系

◎李 迪 陈 科

位于同和高新区的青岛三进电子有限公位于同和高新区的青岛三进电子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工作司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工作 李菲菲李菲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