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87岁的周传勋每天都会上线学习
《漫谈艺术理论与曲艺创作》。他为啥
还要坚持学习？周传勋说，如今市民文
艺素养不断提高，只有持续丰富和更新
自身知识，才能游刃有余地指导市民开
展文艺活动。

周传勋已在北碚区文化馆从事群
众文艺辅导工作60余年。他义务辅导
群众达118万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赞誉。去年，他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

称号。
60余年的群众文艺辅导工作，让周

传勋见证了市民文化生活的巨变。
“我最初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

时，市民只要学会唱一首歌、跳一支舞，
就相当满足了。”周传勋回忆，而如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唱歌跳舞已深度
融入市民生活，简单的文艺活动已不能
满足市民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市民享
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甜头，文化生活也
更有滋味了。

1957年，24岁的周传勋花了近两
个月时间，把北碚区的“老大娘合唱团”
训练出来并带领她们参加全市文艺汇
演。“队员们基本都是文盲，开始根本不
敢开口。”周传勋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整个文化馆一共15名工作人员，拥有
不到10种乐器。那时，国家没有能力

在文化上投入充足的财物。”
199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

国煤矿艺术节上，周传勋创作排演的四
川清音《英雄的矿工英雄的山》亮相，获
得曲艺二等奖。

“这是我第一次带队到首都演出，
获奖实属意外。”周传勋说。

“参与演出的4位演员都是北碚区
天府煤矿的工人，当年，教她们唱四川
清音可不是件容易事。”为在全国演出中
脱颖而出，周传勋在天府煤矿和工人同
吃同住3个月，体验生活的同时教授四
川清音。那次获奖，改变了4位参演工
人的人生轨迹。她们有的成为业余文艺
团体的台柱子，有的成为单位文艺骨干。

“改革开放后，群众文化事业有了
大发展。比赛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参
加全国各大比赛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的

优势和不足。”周传勋说。
退休后，周传勋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2011年，周传勋组建北碚龙凤桥

街道重庆车灯基地代代传艺术团，并常
年在基层开展群众文艺表演。2013
年，周传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重庆车灯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重庆车灯、四川清音、四川盘子、四
川金钱板、四川竹琴……周传勋说，市
民对本地非遗和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
趣，针对非遗的专题培训和专业比赛也
越来越多，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此外，在文化馆、老年大学等机构
中学习艺术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一些课
程“爆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
我国群众文化机构44073个，全年共组
织开展文化活动245万场次。“人们的
素养和眼界都提高了，学习文艺更容
易，有的节目教几遍就会。”周传勋说。

周传勋介绍，他编撰的《川渝汉族
民间音乐》有望今年出版，《重庆车灯》
《北泉板凳龙》也在编撰过程中，“希望
为非遗传承留下宝贵的史料，让更多市
民感受到非遗的美妙。”

周传勋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60余年

见证市民文化生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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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科技创新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抓
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
全局的牛鼻子。

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
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
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
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
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

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
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
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社会共同
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提升。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
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

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比
如，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
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
进口，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
不足，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
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形势和任务
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解决制
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下转2版）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李诗韵

9月11日，在2020线上智博会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招商引资集中签
约活动上，爆出重磅消息：维沃移动
通信有限公司（vivo）计划投资4.6亿
元，在重庆经开区布局研发生产项
目。

早在2014年，vivo就在重庆布局
了智能手机工厂。而此次，vivo不仅要
在重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更要建立
新的研发支点，加强芯片、5G、AI、屏幕、
影像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业内普
遍认为，该项目对vivo和重庆均影响
深远。

作为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全国
前3的行业巨头，vivo此次为何要在
重庆强化战略布局？这又将怎样牵
动本地的相关产业发展？重庆日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3000名高端研发人员
将齐聚重庆

9月 12日，重庆经开区的vivo
智能工厂，16条国内最先进的贴片线
正在全速运转。

2020年上半年，vivo重庆实现
手机产量1049万台，产值过百亿元，
进出口贸易额达1.9亿美元。vivo相
关人士表示，目前，重庆已经成为该

公司在国内重要的产业基地，这也为
vivo下一步在本地开展研发业务、推
进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vivo重庆方面透露，研发项
目建成后，vivo将聚集3000余名国
内外高端研发人员，在重庆经开区开
展智能移动终端产品软硬件研发测
试工作，构建研产销一体化发展的现
代企业体系。预计今年，vivo在重庆
的5G手机产销比重就将超过50%。

从制造向研发延伸，往往被视作
区域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在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唐伦看来，重庆工
业正面临迈向智能制造关键期，国内
手机产业巨头vivo此轮战略布局，
意味着本地在推进下一代移动通信
和智能终端产业发展上，具备了更强
的引领能力和底层支撑。

“vivo新一期项目落地，加快了
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步伐。”
重庆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在他
看来，vivo在渝设立研发机构的背
后，是对重庆经开区产业配套、人才
等要素匹配和行政服务能力的高度
认可。

应对疫情增强在渝发展信心
vivo在重庆布局研发，其实思量

已久。 （下转2版）

投资4.6亿元，在渝布局研发项目——

手机行业巨头vivo为何选择深耕重庆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我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大半
年了，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非常好，当
初没有选错地方。”9月13日，在重庆杰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杰品科
技”）工作的张建生感叹道。

杰品科技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一家高端模具企业。张建生是该企业
博士后工作站引入的第一位博士后。

张建生的“落地生根”，是西部（重
庆）科学城加大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力
度，打造聚才“洼地”和用才“高地”，营
造“近悦远来”人才环境的一个缩影。

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人才是第一资源。西部（重庆）科
学城制定出台了人才专项政策，围绕产
业链布局人才链，在各方面“筑巢引
凤”，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集聚强大的智力支撑。

博士后站
赋能高新产业发展

今年初，张建生在重庆大学取得材
料学博士学位，便考虑做博士后。“与其

它地方也谈过，最终选择了西部（重庆）
科学城。”

促使张建生做这样的决定，是什么
原因呢？

事实上，为引来人才、留住人才，重
庆高新区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包括《重
庆高新区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
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宏观系统
制定展开人才引、留、育、培、用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今
年6月24日，重庆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授牌成立。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直管园
范围内已建立13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重
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3个博士后
站分布在不同的企业，研究的领域包括
无线通信、云计算、生态岩土、硅基光、
肿瘤细胞免疫新技术等。

按照相应的资助政策，入驻西部
（重庆）科学城博士后站的博士、博士后
可享受系列利好政策：在站期间，博士、
博士后全部予以日常经费资助两年16
万元；对博士后的研究项目，给予特别资
助最高可达30万元；对获得“重庆市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博士后，最高
还给予每人两年60万元的培养资助。

在企业保障待遇和科研经费、市里

给予资助政策的基础上，西部（重庆）科
学城还配套了人才专项政策。比如，给
予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博士每人每
年8万元安家、岗位津贴等人才奖励补
贴，资助期限为2年；对于获得市级博
士后日常经费资助的，按照市级资助金
额1:1比例进行经费配套。

目前，张建生带领的团队承担和参
研了多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申
报的科研经费很快就批下来，团队很快
就可以启动工作，可谓‘高新’速度。”张
建生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拥有无限
的潜力，高端产业、创新资源要素聚集；
同时有良好的配套政策和人才环境，“这
里是能帮助自己事业发展的’沃土’，所
以我选择了西部（重庆）科学城。”

多措筑巢
力保“凤凰”栖息

为当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西部
（重庆）科学城在引才聚才方面还不断
“加码”，提升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搭建人
才创新创业平台，助推西部（重庆）科学
城的发展。

“这笔奖励，是对专业技术人才的
认可和肯定。”最近，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工作的黄明很开
心。作为外地引入来渝的高端人才，
他孩子的入学很顺利，针对科研类人才
的奖励也拿到了。 （下转2版）

“筑巢引凤”打造聚才“洼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创新系列人才政策集聚智力支撑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5
日开幕。相比前两届，本届智博会具有“线、新、特、
精”四大特点。最大的亮点是“线”（线上），线上开幕
式暨峰会、展览、论坛、大赛、发布、签约洽谈等系列活
动精彩纷呈。

本届线上智博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将发表演
讲？有哪些数字经济企业将发布新产品、展示新技
术？18场赛事中，哪些最吸引你？本报记者兵分几
路、提前打探，对本届智博会的看点、亮点进行了一番
全景式“扫描”。

包括诺贝尔奖、图灵奖获
得者等国际知名专家，30位中
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等重量
级嘉宾，将以线上或线下的方
式参加

中外院士将掀起“头脑风暴”
“2020线上智博会将举办41场论坛，来自政、

商、产、学、研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将聚焦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掀起一场又一场

‘头脑风暴’。”9月10日，智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本届线上智博会，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石墨烯发现人之一——科斯提
亚·诺沃肖洛夫，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与科学学
院“三院”院士、图灵奖获得者大卫·帕特森等国际知
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
纬民、张军等30名院士，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
分享他们关于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与未来趋势的真知
灼见。

同时，本届智博会将继续办好数字经济百人会、
5G、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在前两届智博会上广受关
注的论坛主题活动，同时将举办一批如半导体、超高
清视频、智能装配式建筑等涉及多个新兴产业的主题
论坛。

比如，在荣昌区举行的2020线上智博会首个高
峰论坛——大数据·智能化赋能生猪产业高峰论坛
上，来自农业农村部、重庆畜牧科学院、新希望集团等
多位农业领域政、研、企人士，对“智慧养猪”问题进行
了探讨。

“传统生猪养殖的监管、流通、加工都由人工完
成，而数字化养殖将把这些过程转变为智能化操作。”
中国联通研究院数字政府研究室主任饶光说。他在
报告中描绘了智能养殖场景：运用5G及人工智能技
术搭建生猪养殖云平台，猪舍环境监控、精准饲喂、排
污监测等可全部交由智能化“代劳”……让与会者耳
目一新。

在当前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
景下，本届智博会将举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门户枢纽研讨会暨2020中
欧绿色智慧城市峰会”，以推动川渝两地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
合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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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丛林镇绿水村，汽车
行驶在乡村公路上。金色的稻
谷、线条优美的梯田，美丽乡村
色彩斑斓。近年来，当地大力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把公路修
到农户家门口，带动沿线乡村旅
游和农村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
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目前，
万盛经开区 57 个行政村实现

“一元公交”客运村村通，发展
农家乐、民宿等 500 余家，7 个国
家级贫困村全部整村脱贫（摄
于9月10日）。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乡村秋色

重庆交通强国建设
5大任务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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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委书记唐川：

全力打造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