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金美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是西
部（重庆）科学城一家从事通信设备研
制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一直以来都重
视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

2021年，公司经过严格筛选和审
核，获得了西部（重庆）科学城研发投
入补贴、科研项目配套支持、研发人员
奖励、贷款贴息等多项支持，共计753
万元。目前，这笔资金已全部拨付到
位。

金美通信公司只是享受西部（重
庆）科学城“金凤凰”创新10条政策

“真金白银”支持的企业之一。
根据《重庆高新区支持西部（重庆）

科学城企业科技创新 促进高质量发展
扶持办法》（下称《办法》），近日，重庆高
新区完成了2020年度首批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的兑付工作，119家企业获得近
5000万元奖补。这也是西部（重庆）科
学城“金凤凰”政策发布以来，重庆高新
区兑付的单笔最大资金。

政 策 加 码 最 高 给 予
30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为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2021年3月，重庆高新区围绕人才
引育、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支撑
4个主题，分别梳理提炼出10条重点
政策，形成“金凤凰”人才10条政策、

“金凤凰”创新10条政策、“金凤凰”产
业10条政策、“金凤凰”金融10条政
策，为落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
支持。

其中，“金凤凰”创新10条政策以
2021年1月出台的《办法》为依据，涵
盖了加大创新研发、培育企业主体、建
设科研机构、推动成果转化四个方面，
辅以人才政策，形成全面支持科技创
新发展政策体系。

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
介绍，《办法》针对科技企业在不同成
长发展阶段中的需求，精准制定了全
生命周期扶持政策，从鼓励企业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减轻企业发展成本、
促进区域企业融通发展等方面给予
支持，打造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全链条
路径；大力推动企业建设研发机构，
健全完善“国家、市、区”三级培育体
系，提高科技成果产出数量和质量；
建设、扶持一批科技服务中介机构，
促进高校院所的成果向科技企业转
移，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
一公里”。

该负责人表示，与过去有关科技
创新的扶持政策相比，《办法》进一步
加码，提高了对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
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获批的国家级、
市级、区级研发机构，给予最高3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并按照科学城的
定位，提出对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给予优先重点支持。

同时，积极支持企业承担国家、市
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着眼于前沿技术
研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抢
占科技制高点。对承担国家重点科技
计划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按照国家实
际到位资金给予1:1的配套支持。

全方位“保姆式”服务为
企业“扶上马送一程”

“专项资金的落地，增强了企业在
科技创新方面的决心，是非常积极的
正向引导。”金美通信公司科研管理部
副部长廖红云说，接下来，他们将把这
笔资金用于研发投入、平台建设和人
才培育，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

其实，不仅是奖补资金支持，让每
家企业感到贴心的，还有西部（重庆）
科学城全方位保姆式服务，竭力为企
业“扶上马送一程”。

2021年以来，西部（重庆）科学城
按照“一位委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
套产业链图谱、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
持政策”工作模式，在一些产业规模
大、龙头企业带动力强、发展空间大的
重点产业推行“链长制”。管委会领导
担任链长，深入链条产业一线，“一竿
子插到底”，全面负责相应产业链的产

业定位、招商、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
等，补齐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已打造
了西永微电园、中电重庆软件园、平
安大健康产业园、光大人工智能产
业基地等产业园区20余个，汇聚华
润微电子、联合微电子、重庆声光
电、中国通用技术、中国中药等行业
龙头企业，为落户企业从个体创新
发展过渡到集群创新发展提供了诸
多便利。

与此同时，西部（重庆）科学城还
启动实施了“一科三高”企业培育行
动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高能
级领军企业，通过构建科技型企业链
式培育体系，发挥科技型企业在培育
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为畅通成果转化渠道，西部（重
庆）科学城还建立了西南地区首支科
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并引育了
研发创新平台发展联盟、英特尔FP-
GA中国创新中心等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科学城将进一步加强中试熟
化平台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促进技术与
资本融合发展等，为落户企业的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全方位支持。

增强科创“引领性”加速
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作为重庆科技
创新的主平台，如今，科技研发投入力
度正在不断提高，2021年科学城核心
区R&D经费增长16.1%，占GDP比重
超出全市水平3个百分点。创新主体
培育能力持续增强，2021年科学城核
心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
分别达到240家、1153家，较上年度
增长23%、49.2%，累计引育市级以上
研发平台304个。

继续抢抓国家高水平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碳达峰碳中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机遇，紧扣“五个科
学”“五个科技”创新主线，聚焦科学主
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动
全域创新“赋能”，加快打造重要科技
创新策源地，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未

来更加可期——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以100平方

公里的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金凤)为
牵引，高水平建设大学城、科研港、科
学谷、生命岛、科创街“五大创新支
撑”，集中布局创新资源，增强科学城
科技创新引领性。

聚焦产业培育壮大，突出“高”和
“新”特点，聚力“四大主导产业”，建设
“三大产业片区”，夯实科学城产业发
展支撑力。

聚焦城市品质提升，高标准打造
20平方公里的金凤城市中心，高质量
优化大学城环境品质，持续做强“六大
城市功能”，提升科学城城市建设“显
示度”。

聚焦改革开放深化，坚持向改革
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外开
放合作，激发科学城建设新动能。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
新，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营造更加优良
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引得来、落地快、
发展好，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
业‘顶天立地’的创新格局。”西部（重
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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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做实验

西部（重庆）科学城一隅

企业落户能享受哪些“政策+服务”？

科学城奖补“真金白银”激发科创企业创新动力

老旧小区改造 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综合、

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助力
老旧小区实现更新，近年来，市住房
城乡建委以全面推动规划师、建筑
师、工程师（以下简称“三师”）进社区
为抓手，促进“三师”深入基层、扎根
社区、服务群众。

截至目前，我市已引导1000余
名专业人员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深入
老旧小区开展社区服务1万余人次，
以设计引领，实现改造后的小区外表
有“颜值”，内涵有“气质”，让广大居
民的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社区换新颜
“小民生”彰显“大情怀”

位于渝中半岛上半城的枣子岚
垭片区修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典型的山城聚落空间。11栋居民楼
里居住着1100户人家，配套基础设
施欠缺，“脏、乱、差”问题日益凸显。

面对该片区存在的实际问题，枣
子岚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设计师余
水和他的团队本着“以人为本”的初
心深入社区基层，了解收集居民改造
意愿，结合社区实际情况，以群众意
愿驱动社区改造空间设计，在改善出
行条件、拓展公共空间上做文章，实
施一系列“微改造”工程：在居民楼前
杂草丛生的空地浇筑起红黄相间的
透水沥青混凝土，从视觉上延长休闲
空间；在空地一侧修建儿童游乐设施
和慈孝文化园，满足小区老年人的休
憩需要；打通了从枣子岚垭正街前往
小区院坝的断头路，居民直接从枣子
岚垭正街下阶梯就能到达院坝，还在
空中步道做了地面铺装、加装了路
灯，彻底解决小区居民出行难的问
题。

“老旧小区改造应以人为本引导
空间设计，居民个体既是改造的受益
者，也应该是改造的参与者与评价
者。”余水说。现在，改造后的枣子岚
垭小区实现旧貌换新颜，社区公共服
务和城市形象同步提升，成为渝中区

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居民的幸福感油
然而生。

街区有特色
“老片区”留存烟火气

博物塔、小人书摊、绿皮火车、
“气包车”公交车、电影拍摄场记牌、
天府可乐、重庆沱茶……走进南坪正
街的“超级80街”，满满的怀旧风扑
面而来，行走其中，仿佛有种穿越时
空隧道、重回童年的感觉。

南坪正街、新街片区是重庆中心
城区上世纪80年代建筑最集中、规
模最大、市井烟火味最浓郁的街区，
怎样在改造过程中既能解决百姓“急
难愁盼”的问题，又能保留城市的烟
火味，这是改造者急需思考的问题。

为此，设计师王松带领设计团队
入户走访调查2100户，组织院坝会
23次，广泛收集居民需求清单共300
余条改造意见，梳理出该片区存在的

“三老五差”问题，充分挖掘蕴含在老
旧小区里的文化艺术宝藏，将城市美
学、城市哲学运用到老旧小区改造
中，实现“老社区”与“新城市”的有机
融合。

通过“工程设计团队+四川美院
团队+运营策划团队”三位一体设计
合作模式，该团队充实设计力量，强
化设计引领，紧扣“超级80街”和“重
庆烟火2.0”主题，严格遵循“保护性
改造、功能性完善和艺术化提升”的
原则，在改造过程中对设计方案反复
打磨、不断优化，在凸显“80年代”建
筑风貌和肌理的同时，保留原有的文
化+旅游+商业的尺度，构建安全化
城市道路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激活街区活力、升级交通空间设施，
为“完整社区”的打造、后期商业运营
的持续及物业服务的提升奠定坚实
基础，并充分发挥出文创艺术对人气
聚集、新业态繁荣、城市界面提升所
带来的“四两拨千斤”作用。

生活有品质
“老城区”焕发新活力

三河汇碧片区位于永川老城核
心区，人口密集、历史悠久，既是永川
古“昌州八景”之首，又是永川城市诞
生的发源地，篆文“永”字即因此而
来，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人文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河汇碧片区建筑
风貌斑驳老旧、墙皮脱落、私搭乱建、
管道淤塞，公共环境杂乱，城市基础
设施缺失严重,“脏、乱、差”现象突
出。

“以前我们来到三河汇碧片区，
密密麻麻的全是乱搭乱建，走在街道
里连天空都看不见。”三河汇碧改造
设计师徐翔介绍，针对三河汇碧片区
改造难度大的问题，他和他的团队蹲
点工作，走访居民群众，深度剖析片
区内涵，在做好基础类改造方案设计
的同时，同步挖掘片区存量资源和闲
置空间，在与百姓的沟通中不断完

善、多次调整设计方案，把该老旧小
区改造当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挑
战。对周围的老旧小区进行整治，对
片区道路、管网等配套基础设施进行
有机更新及修复，提出新建亲水休闲
广场、打造特色文化商业街区、更新
修复配套服务设施，通过增加市民的
活动空间，实现有景可看、有水可戏、
有空间可休闲、有商业可停留、有故
事可传承，带动周边区域业态调整及
品质升级。

现在，三河汇碧片区的城市水体
污染、雨污混流、风貌老旧、空间拥挤

等问题得以解决，居民们都赞不绝
口。

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协调
联动有关部门，继续完善配套支持政
策，激励引导更多优秀“三师”走进社
区，助力“十四五”完成1亿平方米老
旧小区改造任务，力争“改一片、成一
片、靓一片”，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好
事办实，为助力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新范例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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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换新颜
————聚焦重庆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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