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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王萌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1月26
日下午，成都市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了《成都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接受部
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决
定》，接受李仲彬辞去成都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

决定，接受王忠林辞去成都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的决定。

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包
惠为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苟正礼、刘守成为成都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光辉为成都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马良
清、王震、王宏斌、王德运、刘波、刘航、严
静、杜文、李佳林、吴彬、何荣波、罗文川、

郭小平、廖成珍、戴夔为成都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表决通
过了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部分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成都市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成都市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关于成都市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及2022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成都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
的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及大会表决通过的市十七届人大专
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与会代表的共同见
证下进行了宪法宣誓。

今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成都将加快建设成渝
（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深入推进西部
（成都）科学城“一核四区”建设；争创国家
高端航空装备、网络安全、精准医学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挂牌运行天府绛溪实验
室、天府锦城实验室；开展重大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100项以上，推动太赫兹通信、
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超前布局。

如何发挥好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各
方创新主体如何推动城市创新策源能力
提升？在成都市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
纷建言献策——

成都市人大代表王泽平：
借力创新平台建设

加速传统产业创新升级
及前沿技术超前布局

近年来，成都城市创新策源能力提升有
目共睹：西部（成都）科学城加快建设、成都
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天府实验室“组团出
道”……城市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也为企业
发展带来新机遇。成都市人大代表、中密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王泽平直
言，当下创新已不单单是聚焦于产品自身
的创新，还延伸到管理创新和产品实现过程
的创新，是一个由点及线及面的创新体系
的建立，背后离不开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

“智能制造、先进制造本质都是一个
数字化的过程。如我们公司所在的机械
制造业，就正加快数字化转型。”王泽平表
示，成都超算中心建成投运，现代信息化
网络、数据中心加快建设，都是为创新发
展蓄力，为未来创新发展筑牢“根基”，“在
这场创新变革中，我们要抢占先机，着力
提升创新策源能力，通过资源融合和技术
融合，加速传统产业的创新升级及前沿技
术的超前布局。在新发展背景下，迈向国
内‘第一梯队’。”

成都市政协委员汪向阳：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要有的放矢
以长远眼光评价其重要性

对于以成都超算中心为代表的一系
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蓉落地，成都市政
协委员、中物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科
技发展处处长汪向阳认为，这对于提升城
市创新策源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
前，我国超算中心基本分布在沿海地区，
成都科教资源丰富，建设自己的超算中心
十分有必要。但要真正用好如超算中心

这样的科技创新平台，还要注意应用的行
业场景与特点，让超算中心真正发挥它的
算力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研究领域，应
注重保密性要求。”

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中物院作为
“国家队”，在成都也布局建设了中物院银
河·596科技园，落地了多个大科学装置
与研究平台，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
目前，中物院在成都科学城正加快大科学
装置布局。在汪向阳看来，加快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要有的放矢，同时应拉长时间
周期，以长远眼光评价其在提升城市创新
能力中发挥的作用。

汪向阳还特别注意到，在今年的成都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提出“大力发
展中试研发孵化平台”。他认为，这在提
升创新策源能力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中试是科
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成熟产品的‘关键一
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引导
作用，让更多创新成果加速涌现。”

成都科技创新平台发展如何？

大院大所、行业龙头
加速集聚

日前，位于成都科学城核心区域的中
国科学院大学成都学院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一座公园之校、科技之园在成都科学
城拔地而起、盛装呈现。

如今，在成都科学城，大院大所、行业
龙头企业加速集聚，大装置、大平台、大机
构、大团队加快布局。作为西部（成都）科
学城“一核四区”功能布局中的关键“一
核”，成都科学城正打造创新策源高地和
科研主阵地。

2021年12月23日，中科院成都分院
在成都科学城举行了成都分院新园区入
驻启动仪式，预计未来3到5年，将集聚上
万名高端人才。“我们将勇担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使命职责，加快建设成渝综合性
科学中心，成为国家创新策源地，区域高
质量发展动力源，高端人才聚集地，为创
新型国家战略实施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多更大贡献。”中科院成都
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王嘉图在启动仪式
上表示。

中科院光电所所长罗先刚院士也
直言，中科院成都分院在成都科学城
的布局建设和投入使用，为系统各研
究所创新发展和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作用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作为成都科学城早期的建设者和体
验者，我们将不忘报国初心，肩负建设
科技强国使命，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占地3500亩、建筑面积70万
平方米的新园区，中科院成都分院发展的
新蓝图正徐徐展开……

院所和高校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城市创新策源能
力的重要“动力源”。科研资源处于全国
城市第一方阵的成都，城市创新版图之中
聚集了60余所高等院校和一大批科研院
所，构成了成都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最强“基本盘”。

加快高能级平台体系建设，成都还在
不断“加码”——

去年6月，西部（成都）科学城和天
府实验室在成都正式挂牌。天府实验
室作为四川争创国家实验室的“预备
队”，短短半年多时间，已从“零的突破”
变为“组团出道”——2021年，天府兴隆
湖实验室和天府永兴实验室陆续挂牌；
今年，天府锦城实验室和天府绛溪实验
室也将挂牌。

不止于此。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西部（成都）科学城加快成
型起势——核心区域已聚集“中科系”“中
核系”等国家级科研机构25家；成都超算
中心纳入国家超算中心序列，成为西部首
个国家超算中心；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
中心正式揭牌，同时，国家川藏铁路技术
创新中心（成都）项目开工；国家级创新平
台增至215个……

这样的速度，正是成都城市创新
策源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切片。随着
各类高能级创新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在
蓉城大地盎然生长，正成为成都培育
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
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49次，这是今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被提及的次数。“创新”一词频频出现的背后，是
一座城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凝聚的向上力量——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成都聚焦建设科技
创新中心，动力源牵引更加强劲。

聆听“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好声音”，从“两会”科创热词中展望创新新成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创新策源。

两会关注·科创关键词

创新策源

从“两会”科创热词中展望创新新成都

创新平台加速布局 激活城市创新“源动力”

纵 |深

▲
成都科学城。

（资料图）

◀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
院。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