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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根据遥测数据判断，5月22日10时40分，祝融号火
星车已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研究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
征、火星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火星大
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

探测器自2020年7月23日发射以来，在地火转移飞行、
环火轨道运行期间，环绕器配置的中分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
机、矿物光谱分析仪、磁强计等7台科学载荷陆续开机探测，获
取科学数据。

火面工作期间，火星车将按计划开展巡视区环境感知、火面
移动和科学探测，通过配置的地形相机、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
测雷达、表面成分探测仪等6台载荷，对巡视区开展详细探测。

祝融号火星车成功驶上火星表面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5月21日，为共同推进区域环
保产业集群化、融合化，提高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提供有力支撑，重庆市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与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将从八个方面展开合作。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环保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川渝两地要继续“牵手”、共谋合作，协同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力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根据合作内容，两地协会将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开展合作：
联动征集环保新装备、新技术和环保最佳实用技术，共建

共享环境技术信息数据库；联合举办论坛、技术交流会等活
动，共同承办“中国西部国际环保博览会”，为两地环保企业搭
建行业交流平台；共同推进区域环境保护产学研协同创新和
环境保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建立环境科技创新中心和
国家级环境保护工程中心；共同推进成渝经济圈环保产业示
范园区建设；协同开展两地环保产业统计调查，推动制定统一
的川渝地区环境保护产业相关规范标准和跨区域的环保产业
发展规划；联合川渝地区相关商业银行、产业基金等金融机
构，助力和扶持两地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相互认可两地的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等服务能力评价结果和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实
现环保企业服务能力、信用互认；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和工作协
调会。

两地协会将组织动员环保企业积极参与，带领企业队
伍进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主战场，携
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谋川渝两地环保产业
高质量发展。

川渝环保产业协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月 22日，
2021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在重庆园博园正
式启动。100余项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主
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体验。

启动仪式上，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和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合作打造的科普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川渝科普地图”正式发布，同
时，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
表获得表彰，38家新命名的市级科普基地
获得授牌。至此，市级科普基地达到 253
家。

当天，为期3天的主场展览也在重庆园

博园开幕。今年的展览设置了百年回望、国
防科技、卫生健康、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美
好生活、未来展望等6大板块，展出科技创新
成果互动性、体验性强。

“百年展望”板块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展示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

“一穷二白”到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光辉
历程。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百
年回望板块的展览展示，让市民了解中国共
产党领导科技发展的光辉历史，也为重庆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营造

良好的氛围。
国防科技板块是今年主场展览的亮点之

一，现场设置了室内室外两个展区，以“展现
中国现代化武器科技装备，互动体验式普及
教育国防知识”为核心，设立剑指深蓝、陆战
骄子等七个区域，“高大上”的武器装备模型，
受到观众热捧。

室外展区的辽宁舰是按照1:20比例还
原，歼-31、武直-10、99A主战坦克是按照
1:1比例还原。其中，代号“霹雳火”的专业
武装直升机武直-10旁边排起了长龙，引得
市民争相上机体验。

在零下196℃液氮里，工作人员戴着手
套，将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鱼，放入盛有液氮的
容器里。顿时，这鱼就变成了僵硬的冰鱼。
然而，工作人员再将其缓缓放入常温的水中，
鱼竟然慢慢复苏，游动了起来。

“太神奇了！”在重庆市铂而斐细胞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展区，一场冻鱼复活的实验，引
得在场观众啧啧称奇。

据悉，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30余个区
县、253家科普基地以及部分高校、院所、企
业将广泛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以线上线下
形式组织科学之夜、线上科普知识挑战赛、科
研机构开放、科普班车进区县、科普讲解大赛
等科普活动800余项，为市民献上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贴近民生的科普大餐。

据了解，全市科技活动周围绕“百年回
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主题开展，展
出时间为5月22日至28日，由市科技局、市
委宣传部、市教委、市科协、市社科联主办。

2021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正式启动
100余项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重庆园博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
丹梅）5月21日，四川、重庆两
省市水利厅（局）签署《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水旱灾害防御
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备忘
录》，双方共享80余个水文站
点数据及重要水库信息，实现

嘉陵江、沱江、涪江、渠江、汉江等跨省市河流水库联合调度。
2020年，重庆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水袭击，在水利部、长

江委和川渝两地水利部门的联合调度下，川渝通过联合调度
水库，使长江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顺利通过重庆。在此
次签订的备忘录中，双方约定，将四川省水利厅、重庆市水利
局及有关市县（区）调度权限内的嘉陵江、沱江、涪江、渠江、汉
江等跨省市河流干支流上的大型水库（水电站），以及跨省市
洪水纳入联合调度范围。同时，在已向重庆报汛的20个水文
站、19个水库站点基础上，四川省水利厅向重庆市水利局提
供方洞、天堂岩等60个水文站点的雨情、水情信息。此外，双
方将互相提供对重庆市、四川省有直接影响的水库（水电站）
的水情、工情等信息。

按照备忘录约定，双方将强化“一盘棋”思想，贯彻“一体
化”理念，通过建立健全雨水工情信息共享机制、河流联合调
度机制、跨省水旱灾害防御合作机制和水旱灾害防御联系会
议制度，深化技术支撑创新和水利救灾物资共享等，携手推动
川渝两地水利改革高质量发展。

川渝水利部门签水旱
灾害防御合作备忘录
5条跨省市河流水库实现联合调度

5 月 13 日，女工在黔江区花神纺
织公司生产车间进行并丝操作。

黔江区是全国石漠化严重发生
地区之一。近年来，该区在石漠化地
里栽植“岩缝蚕桑”，并将蚕桑发展成
了当地经济增收、农民脱贫致富、乡
村振兴的一大产业。目前全区桑园
面积已达 10 万多亩。同时，该区通过
招商引资，建起了丝绸生产龙头企
业，将蚕农的蚕茧加工成丝绸产品，
销往了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 年，全
区蚕茧产量达到 6 万多担、蚕农综合
收入达到2亿元，“岩缝蚕桑”走出“丝
绸之路”。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岩缝蚕桑”
走出“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全市财政性职业教育投入连续八年保持5%的增速；
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中高职、公民办的生均经费拨款制

度，高职生均经费拨款超出国家标准水平，达到1.44万元；
“十三五”以来，累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过110万人，职

业院校年均培训人数达245万人次。
……
职业教育是我市教育领域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近年来，

重庆市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扩容提质为主线、以政策创新为
牵引、以深化改革为驱动，深入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
度建设试验区建设，基本形成普职规模大体相当、中高职有机
衔接、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需求链对
接的发展格局。

重庆职业教育究竟有何特色？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
访了相关部门、区县和院校等。 （下转2版）

重庆基本形成普职规模
大体相当的教育发展格局

全市财政性职业教育投入连续
八年保持5%的增速

重庆职教 大有可为
——在职业教育的春天“渝”越向前

（详见8-28版）

袁隆平曾在重庆求学11年

““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种子被称
为农业的“芯片”，种业更是国家基础性、战略
性核心产业。5月20—21日，国家马铃薯良
种攻关新品种展示与马铃薯高产高效技术集
成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在重庆市巫溪县举
行。在该县尖山镇大包村一块134亩的马铃
薯试验田里，集合了马铃薯农业科研国家队
近年来的科技攻关新成果，共有102个马铃
薯新品种和7项马铃薯绿色增产增效技术在
试验田里一一展示。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巫溪
举办。

我国马铃薯总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
一位，但当前还存在优异种质资源匮乏、品种
结构不优、脱毒种薯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
今年，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全国新
建和完善了9个国家马铃薯良种科研联合攻

关新品种展示及马铃薯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
地，重庆市巫溪县是西南混作区基地之一。

马铃薯、玉米和红苕“三大坨”，曾经是重
庆地区特别是三峡库区、大巴山区、武陵山区
农民的主粮。

近年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
下，巫溪紧紧围绕“小土豆”做“大产业”促

“大增收”发展目标，马铃薯逐渐成为全县
第一大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示范片比种植
普通种薯亩均增产20%以上，实现了从“救
命薯”“温饱薯”到“脱贫薯”“致富薯”的华
丽蜕变。

目前，巫溪县已建成全市最大马铃薯脱
毒种薯繁育中心。全县脱毒种薯利用率达
70%以上，现已辐射周边10多个马铃薯主产
区及川、陕、鄂、黔等地，累计推广面积300万

亩以上。2020年，“巫溪洋芋”成功入选首批
100个中欧互认的中国地标农产品。

据了解，试验田里展示的新品种和示范
的技术集成模式，将针对西南地区马铃薯生
产瓶颈问题提供优化解决方案，推动当地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试验田里，集合了102个马铃薯新品种，
其中70个是国家马铃薯良种科研联合攻关
的新品种。

试验田应用了由绿色优质新品种选育技
术、脱毒健康种薯繁育应用技术、水肥高效利
用技术、病虫害综合精准防控技术、遥感数字
化监测技术、全程机械化技术和主食产品加
工技术等7项核心技术构建的西南马铃薯高
产高效技术集成模式，将实现平均亩产2200
公斤，增效15%，减药30%的目标。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种业处处长骆凤玲介
绍，重庆市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
国第6位。近年来，重庆全面推进马铃薯种
质资源收集和保护，西南大学、市农科院、三
峡农科院等主要育种单位保存各类马铃薯种
质资源累计超过600份，为开展马铃薯良种
选育提供了基础。

目前，我市已建成以国家区域性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巫溪为核心，以石柱、武隆等为
补充的马铃薯原种繁育基地和马铃薯三级脱
毒种薯繁供体系。全市马铃薯脱毒种薯年推
广面积接近130万亩，直接带动农户年增收
约4亿元。

本次现场观摩会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和巫溪县人民政
府主办。

百亩山地试验田里藏着国家队最新科技成果

102个马铃薯“芯片”集体亮相重庆巫溪

共和国痛失两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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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5月22日
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
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是世界上第一
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于
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
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从

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
产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20多年来，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展超级
杂交稻攻关，目前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
稻全年亩产达到1530.76公斤。杂交水稻
现在已在印度、美国、巴西等国大面积
种植。 （央视网消息）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世

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5月22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99岁。吴孟超从医70余载，首创肝
脏外科“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和间歇性
肝门阻断切肝法，完成以世界首例中肝叶

肿瘤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直
至2019年，他仍然奋战在无影灯下，成功
救治了近1.6万名患者，被誉为“中国肝胆
外科之父”，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央视网消息）

“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逝世

袁隆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