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5 月 17 日，位于四川甘孜州稻城县、海

拔 4410 米海子山上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LHAASO），观测到迄今最高能量光子

的消息，突破了人们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

统认知。

在这项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探索背后，离

不开四川科研力量的强力参与——来自西

南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南交大）粒子天体

物 理 学 团 队 的 20 余 名 师 生 ，承 担 了

LHAASO 广角切伦科夫/荧光望远镜阵列

激光标定系统和大气监测系统等项目的研

制。西南交大也是 LHAASO 国际合作组

中，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之外参与人数

最多的单位。

从两弹一星、核聚变科研，到新一代“人

造太阳”中国环流器二号 M；从 F 级 50 兆瓦

重型燃气轮机整机到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从

推进科教兴川战略，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从建设创新型四川，到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先行省……党领导下四川科技事业的光辉

发展历程，正让广大四川科技工作者更加坚

定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走

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

建设高新区，引领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

家战略，服务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一核

四区”发展格局，5月 6日成都未来科技城发

展服务局正式挂牌。这片紧邻天府国际机

场、60.4 平方公里的园区，将被打造成为国

际一流应用性科学中心、中国西部智造示范

区和成渝国际科教城；到 2025 年力争建成

国家（重点）实验室 1 家、国家级研发机构 2

家、高品质科创空间 4 个，吸引高层次人才

300人，主导产业营收达 240亿元以上。

作为成都未来科技城承载方的成都高

新区，是全国首批国家高新区之一，30 年多

前它从成都城南的一片农田上“启航”，1990

年该高新区年生产总值仅为 1600 万元；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 1 万倍，达到

2400 亿元，并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园区”

的目标加速迈进。

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

省科技战线正按照“紧盯科研、人才、机制三

个关键，扎实开展创新创造”的要求，抓住四

川创新型省份试点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三个重点”、提升“三

个能力”、打通“三个通道”。四川澎湃的创新

力量，正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成都威斯

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斯克），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

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于全团队创办，

于去年 7 月在成都高新区注册成立，致力

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流感病毒疫苗、肿

瘤疫苗和细胞治疗等多个产品的研发和产

业化。其研发的新冠疫苗是国家批准进入

临床试验的 11 款新冠疫苗之一，也是中国

首个昆虫细胞生产的重组蛋白新冠疫苗。

威斯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成都天

府国际生物城正积极助力威斯克加快完成

重组蛋白新冠疫苗临床Ⅲ期实验，力争年内

实现生产。

截至 2020 年，四川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8154 家，接近 2015 年的 3 倍；高新技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2万亿元；全省技术合同

交易总额 1249亿元，是 2015年的 4.2倍。全

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较 2015年提

高9.2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

价报告 2020》，四川省创新能力排名已从“十

二五”末全国的第十六位提升到第十一位。

壮大科技力量，厚植
基础研究根基

成都东二环外一个叫作“东郊记忆”的

地方，斑驳的老厂房、巨大的旧式火车头、密

集的管道线路，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其实

“东郊记忆”也是成都的科技印记之一。它

的前身是始建于 20世纪 50年代的成都国营

红光电子管厂，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和第

一支投影显像管在这里诞生。

上世纪 50 年代，四川科技力量十分薄

弱。1957年，全省仅有科研机构 37个；50年

代 末 ，全 省 科 研 机 构 仅 有 科 技 人 员 3366

人。但随着党中央“三线”建设等一系列重

要布局，四川内迁、新建科研机构近 80 个，

不仅科技力量得到有效充实，也孕育了四川

科技创新的独特“底蕴”。截至 2020 年四川

拥有两院院士 60 人（次）、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 359 万人，各类研发机构 2800 余个、各类

创新平台 1800 余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

183个。

5月 23日，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

在成都揭牌组建。未来该中心建设将聚焦

川藏铁路建设运营工程需求，坚持以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为使命，重点围绕川藏铁路工程建设、环境

保护、灾害防护、装备研制、运营管理等任

务，搭建技术创新平台，组织开展重大科技

攻关和技术方案论证，构建大数据智能支

持、检验检测和咨询培训等全链条服务体

系，推进创新成果转化。

长期以来，四川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领域不断厚植根基，为广大科技工作者

勇闯创新“无人区”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空天科技方面，四川拥有全国最完备

的航空发动机创新链和产业链，具备完整的

研发、制造、试验、维修能力；先进核能方面，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科研生产基地，占据全国

半壁江山，近年来先后承担或参与完成了

“华龙一号”“中国环流器二号”等，已具备集

科研、生产、制造于一体的核动力研发体系。

四川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要

“聚焦空天科技、生命科学、先进核能、电子信

息等优势领域加快组建天府实验室，建好国

家实验室四川基地，争创国家实验室。”按照

规划布局，在天府实验室建设方面，四川将以

成都科学城为载体，布局建设光电与集成电

路技术实验室、碳中和实验室、航空动力科学

与技术实验室、反应堆物理及核动力实验室

等。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目前四

川正积极推进高端航空装备国家技术中心、

国家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中心在川落地建设。

深挖改革潜能，释放
创新活力

“是‘混改’让我们科研人员放下了心，

在后续成果转化时拥有了主动权。”在位于

成都天府新区西南交大研究院内，西南交大

地球环境学院教授昝月稳对未来的成果转

化满怀信心。他和团队研发的“车载探地雷

达系统”正进入成果转化阶段，该技术彻底

颠覆了传统人工接触式雷达检测方式，可将

隧道检测效率提高 35倍。

这是在四川诞生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混合所有制改革，“唤醒”四川大批“沉睡”科

技成果走向市场的一个缩影。

在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下，四川坚

持全面深化改革，努力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

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

境，不断激发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积极性。在

四川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中，“以职

务科技成果确权为切入点，深化科技领域

‘放管服’改革”的做法，获得国务院《四川省

“放管服”改革调查》充分肯定，四川大学、西

南交大等 4家单位入选国家试点名单。

项目申报时暂不提交项目申报书纸件，

待申报项目立项公示后，另行通知申报书纸

件报送；未立项项目无需报送纸件……从

2019 年起，四川省首次实现省级科技计划

项目“无纸化”申报。“过去，不少人提着厚厚

的材料跑申报流程，费时费力。对推荐单位

来说，将海量申报纸质材料准确无误地收

齐、报送，工作量也相当大。”电子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综合计划与成果处副

处长张玲召说，此次改革将大幅提高项目申

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减轻科研人员、项目

申报单位和推荐单位的工作负担。

这是近年来，四川科技领域依靠“放管

服”改革，不断激励创新活力的一个案例。

在扩大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自主权方

面，目前四川已明确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

中，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

考核指标的前提下，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

术路线。而在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方面，四川

已经提出，自由探索类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和

实施周期 3 年以下、经费支持 100 万元以下

的科研项目以承担单位自我管理为主，一般

不开展过程检查。“未来，项目过程检查将以

集中进行的方式实施，避免在同一年度对同

一项目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四川省科技厅

相关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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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是四川的第一支柱产业，也是第一个突破万亿的产业，2019 年共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0259.9 亿元，同比增长 13.8%。作为四川经济的“中流砥柱”，长期以来，四

川省电子信息产业科研投入不断增加、技术提升较快，每年专利申请量突破万件，在电子

信息产业各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前十。目前，四川拥有中国科学院光电所、

电子科技大学、光恒通信等优势研发单位，以及微细加工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光束控制、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室、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

级科研平台，在西部光源、集成电路和纳米光刻等方面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产、学、研、用一

体化产业集群。

电子信息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是四川省“十四五”规划要重点培育的产业新兴增长点，同时也是成都

市“5+5+1”重点产业领域之一。近年来，四川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快速，全省生物医药产

业主营业务年收入早已跨上千亿台阶，形成了涵盖化学药物、生物技术药物、中药及天然

药物、生物医学工程及服务业的产业体系。截至今年一季度，四川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9.0%，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5%，两年年均增长 7.8%。目前，四川正瞄准

培育新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全力以赴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生物产

业体系。

生物医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被四川列入 5 个重点发展的万亿支柱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四

川已经形成了装备制造产业带。在动力设备方面，四川是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

一，发电设备研制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在航空装备领域，四川

是全国重要的航空装备研制基地，高端大型无人机远销海外，模锻压机压制能力世界领

先；在核工业领域，四川占据全国核工业半壁江山，核电装备研发制造能力一流；在钻采

设备领域，四川拥有全球最大的陆地钻机组装场，其成套装备出口位居全国第一。同时，

四川从事轨道交通产业的企事业单位约 100 家，位居全国第二。数据显示，2019 年四川省

装备制造产业产值为 7709 亿元。目前，四川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已锁定了发电输变电与储

能装备、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装备等九大成套机械装备产品链，力争到 2022 年产业

规模达到 1.2 万亿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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