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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方案》正式获得科技
部批复。这是全国批复的第一个面向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

方案提出，到 2035年，面向“一带
一路”技术转移枢纽基本建成，在共建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中发挥支
撑和引领作用，成为国际技术转移要素
集聚高地和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高
地。

目标既定，宏图远大，科教资源富
集又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将如何扛起
这一重任？

看布局
一个中心、两地共建、众点协同

“将按照‘一个中心、两地共建、众
点协同’进行总体布局建设。”科技厅相
关负责人说。

其中，“一个中心”，即成渝地区“一
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两地共
建”，即重庆市、四川省共同建设；“众点
协同”，即依托成渝地区高校、技术转移
机构、科技园区、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
为中心建设提供网络化支撑。

为此，方案细化出重点任务，包括
国际技术转移网络构建、平台建设、项
目实施、服务增效、人才交流、活动开展
等。“目的是要深化成渝地区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技术双
向转移转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融
通。”上述负责人说。

就构建国际技术转移网络来说，方
案明确，深化与重点国家技术转移合

作。
比如，持续巩固成渝地区与新加

坡、匈牙利、韩国、俄罗斯、希腊、印度尼
西亚、摩洛哥等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
与重点国家的重点机构共建技术转移
合作节点，拓展国际技术转移网络等。

同时，要加强与国内技术转移平台
联动合作，积极推动与中国—东盟技术
转移中心等跨国技术转移中心建立常
态化合作关系，打通和扩宽国际技术转
移“引进来”“走出去”双向通道。

作为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众点协同”网络的支撑点
之一，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目前已和
5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建立起了常态化联系网络，开展项目
往来，发挥着链接四川技术与全球市场
的作用。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李
万鹏说，接下来还要继续打通国际技术
转移通道，让技术成果落地实现产业
化。
“还要广泛吸纳四川大学、重庆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以
及国内外技术转移机构、企业、科研机
构等单位，成立川渝国际技术转移联
盟。”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推进川
渝国际技术转移联盟建设，实现分享国
际技术转移经验、共享国际技术转移和
科技合作渠道、定期举办技术对接活动
等目标。

看任务
搭建服务平台，加快推动成果转化

就建设国际技术转移平台来说，方
案明确建立国际技术转移服务平台、设

立跨境技术交易平台、打造成果转移转
化承载平台等内容。

其中，服务平台是技术转移的物理
空间载体和服务载体。川渝两地将组建
专业服务团队，专职开展国际技术转移
服务，并搭建信息平台，整合两地相关
要素资源，建设需求信息库、项目库和
专家库等数据库。“目的是汇聚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特色产业、科技产品、技术
成果及合作需求。”科技厅相关负责人
说。

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方面，方案强调打造成果转移转化承
载平台。

比如，加快推进中德、中韩、中法等
现有科技园区提档升级，布局建设一批
科技合作园区，探索“两国两园”“一园
两地”等创新建设模式；依托“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等国际合作平台，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开
发并进行国际技术转移。

作为四川第二家国家级“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中国—新西兰猕猴桃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聚焦资源收集
保存、新品种选育及其配套技术、高效
栽培、生物防控等研究。该实验室的建
设单位之一，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
院此前承办了第二届“猕猴桃产业技术
国际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巴基斯坦、尼
泊尔、埃及等国的 20名科技人员参与。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院以联合实验室为创新
载体，通过开设国际培训班，以理论学
习、产业研讨、基地考察、实验操作等形
式教学，是他们将技术转移出去的主要
方式之一，未来将继续深化四川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猕猴桃产业领域的
科技创新合作。

看抓手
聚焦科技和民生领域，深化项目合作

项目是合作的支撑，方案提出主要
通过实施“大”的科技和“小”的民生项
目来进行。

就“大”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来说，
方案明确要聚焦智能科技、生命健康、
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聚焦绿色低碳
等新兴产业，东盟国家的新能源、智慧
城市、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起步较晚，
因此有着较大技术需求，接下来可以优
先开展这些领域的项目合作。”李万鹏
说。

实施一批“小而美”项目则注重民生
领域，包括精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民生改善需求，主动参与脱贫攻坚技
术转移专项行动等内容。同时要聚焦相
关重点国家，在现代农业、防灾减灾、生
命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项目。

比如，与巴基斯坦、摩洛哥、南非、
新西兰等国，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
领域重点合作。其中，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方面，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
态环境修复中心副主任孙庚介绍，中
国—克罗地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本月将续
签合作协议，并讨论未来双方的合作计
划。

此外，川渝两地还要在提升国际技
术转移服务效能、推进国际人才交流合
作、积极开展国际技术转移交流活动等
方面发力。 据四川日报

近日，重庆市荣昌区人
大和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人
大联合开展濑溪河水污染
防治视察工作，加强川渝跨
界河流联防联治，共同守护
濑溪河水生态环境。

活动中，两地人大代表
先后来到四川省泸县喻寺
镇污水处理厂、重庆市荣昌
高洞电站国控断面站点和
城市污水处理厂等点位进
行考察。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双方各相关部门就关于
推进濑溪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汇
报，人大代表围绕“进一步
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做好濑
溪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
建言献策。

近年来，两地在深化环
境管理、协同治理跨界污染
等方面加强协作，联防联治
成效迈上新台阶。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荣昌区濑溪
河高洞电站国控断面、大清
流河大埂国控断面、马鞍河
天皇市控断面水质累计均
值达到地表水芋类标准，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
标率为 100%，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5.24%，18个水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为 100%。

通讯员郭昊何文杰

虽是寒冷的冬天，却挡不住前
行的步伐。走进重庆市南川区，欣欣
向荣的建设场面，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势头展现在眼前。在重庆南川工
业园区，笔者触摸到的是蓬勃发展
的强劲脉搏。聚焦主导产业，着力推
动补链成群；聚焦项目建设，持续释
放增量动能；聚焦转型升级，不断提
升发展质效；聚焦助企纾困，全力优
化营商环境。

南川工业园区围绕区委“1343”
总体思路，全力培育壮大“332”制造
业集群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倾
心倾力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积极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工业园区入驻工业企业
314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97家（产
值超亿元的约 50家，超 10亿元的 5
家），今年 1-10月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 187.51亿元，同比增长 7.64%。

壮大主导产业
推动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南川工业园区聚力
培育打造“332”产业集群，持续壮
大主导产业，铝器时代、中石化页
岩气、上药慧远等重点企业扩量增
产，1-10 月，园区先进材料、现代
中医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配套工业总产
值增速分别为 56.57%、35.54%、
6.82%、21.6%。

“我们还积极聚焦转型升级，狠
抓产业升级和创新赋能，深入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
增’行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南川
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园
区新升规普利英、铝器时代循环科
技、新致用等 5家企业新贡献产值
5.42亿元。

同时，通过提速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积极推
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鸿路
钢构获评市级智能工厂，优钛实业
等 4 家企业被认定为“重庆市瞪羚
企业”，超群工业被认定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并申报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22 家，新增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 20 家、市级科技
型企业 51家。

精准招商引资
加快项目建设

项目是园区发展的“生命线”。
基于此，南川工业园区坚持把

制造业招商作为招商工作的首要重
点，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招
实引制，优化完善一体化招商机制，
突出链长、链主企业招商引资，不断

提升亩均效益。
为提升招商质效，推动项目落

地“实质化”，南川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上阵、主动出击，带队外出
招商、考察企业，形成招商工作“头
雁效应”。今年以来，园区已成功签
约 40万吨高铝熟料、可持续航空燃
料及高品质润滑油产学研基地等
23个项目，协议引资 66.1亿元。

在抓招商引资的同时，南川工
业园区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持续释
放增量动能。

园区坚持“能快则快尽量快”，
深化“抓项目促投资”专项行动，建
立完善“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
一批、投产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
制，全方位服务，全流程跟踪，及时
解决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存在的“难
点”“卡点”“堵点”问题。

今年 1-10月，园区顺达汽车配
件制造产业园等 4个项目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新开工劲锐通、迪升天然
气、菜多多等工业项目 28 个，新投
产鑫博、拓宇涂料、昇立机械等项目
31 个，正在建设铝器二期、高铝熟
料等 66个重点项目。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好
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南
川工业园区坚持以提升服务质量为

重要抓手，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南川工业园区，我们看到的是
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持续深化“区
领导 +部门 +园区”三级服务体系，
常态化开展区领导轮值茶叙漫谈、企
业意见征集座谈会等活动；推动部门
及镇街服务园区常态化、制度化，相
关职能部门深入园区开展现场办公；
出台企业事“一窗办”、开办企业“近
快办”等措施；实施“大综合一体化”
改革，开展“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法
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
次到位”“清单之外无执法”，企业从
怕执法变为盼执法。

南川工业园区还持续开展企业
服务“四个办”行动，配置“一对一”
企业服务专员深入一线开展项目手
续“帮代办”、矛盾纠纷“协调办”、困
难诉求“立马办”和政务事项“入园
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今年以来，我们完成了园区整

合，理顺权责关系，明确工业园区管
委会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 7 项、
工作职责 8 项和行政权力事项 27
项，推动实现‘园区事园区办’‘企业
办事不出园’。”南川工业园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通过建立完善企服专员制度，
为园区 298家重点企业配齐“一对
一”全天候助企服务员；建立园区
“企业之家”，帮办代办手续 300余
件，协调解决各类纠纷问题 150余
件；推进企呼我为“闭环办”，累计为
铝器时代、超群等企业办理诉求 37
件，企业满意率达 100%。

扬帆远航，未来可期。眼下，南
川工业园区正以坚定而快速的步
伐，从项目建设高效化、招商引资精
准化、要素保障常态化三方面持续
发力，力争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210亿元以上，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家以上、市
级科技型企业 60家以上，新培育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10家，全年签约项
目 30个以上，协议引资 100亿元以
上，全力助推南川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奋力为描绘好新时代南川改
革开放发展新画卷作出更大贡献。

特约记者 杨登平
（图片由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

办公室提供）

务实求真创佳绩 谱写时代新篇章
———重庆市南川区全力以赴做大做强高质量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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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要素打造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高地

《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方案》获科技部批复
是全国批复的第一个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