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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连日来，30多名来自重庆三峡学院的教授、
博士“蹲”在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挂牌成立了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和乡村振兴研究院，围
绕产业发展、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给
予指点和帮扶，促进当地农文旅商研融合发展。

“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我们立足
三峡库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效对接，
推进优势学科专业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综合
性应用型科技大学。”10月29日，重庆三峡学院
院长张伟向本报记者道出了该校发展“秘笈”。

谈学校定位
成为国内外研究三峡的智库和

桥头堡

重庆日报：重庆三峡学院是三峡库区腹地
唯一一所综合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您认为学校
是怎样的定位？

张伟：“三峡”是我们最大的特色。近年来，
学校大力实施“123”发展战略，“1”是指“建成特
色鲜明的综合性应用型高水平科技大学”的目
标，“2”是推进美丽校园、重庆名校两项建设，

“3”是打响“三峡、绿色、应用”3张名片。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成立了全国首家绿色

生态工程学院，以及三峡人工智能学院、三峡大
数据学院，目前已承接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120余项及横向项目200余项，“三峡库区特
异稻种资源发掘和利用”“突出三峡库区特点的
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智力服务”等5项成果获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部分科技成果得到应用推广。

此外，学校还与中科院力学所合作，建成三
峡库区岸坡与工程结构灾变监测、预警与决策
大数据中心，实现了三峡库区主要滑坡与工程
结构灾变点实时监控。攻克三峡水库消落带生
态治理关键技术，建立了消落带适生植物水桦
和中山杉栽培技术规程重庆市地方标准等。

谈人才培养
大力推进本科生、研究生素质拓

展和创新创业教育

重庆日报：三峡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

这方面是否有相关研究？
张伟：多年来我们依托三峡文化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和三峡文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我们
确立了10余个研究方向，包括三峡社会发展研
究、三峡盐文化研究、三峡旅游文化研究等，出
版《夔州诗全集》九卷本，整理出版地方文献书
系《巫山诗文》，整理出版道光本、乾隆本《夔州
府志》（地方志点校）。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的

年刊《何其芳研究》，迄今已发表海内外学者研
究论文500余篇，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重庆日报：建设一流大学，关键要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张伟：学校一方面深化师资队伍建设的体
制机制改革，内培外引优化师资队伍。目前，柔
性引进国内外院士4人，学术团队22支，聘有特
聘教授、客座教授52人。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本

科生、研究生素质拓展和创新创业教育，近5
年，学校学生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等赛事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2000余
项，其中国家级500余项。

谈创新发展
选育的新品种在十多个省(市)累

计推广面积6亿亩

重庆日报：在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方面，学
校有怎样的思考和实践？

张伟：我们积极投入三峡移民后期扶持、三
峡库区脱贫攻坚和三峡库区乡村振兴工作，在
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

学校农学科研团队选育出水稻、玉米、小
麦、甘薯、油菜等农作物新品种230余个，这些
新品种在川、渝、鄂、陕、湘等十多个省(市)累计
推广面积6亿亩，创社会经济效益100余亿元；
成果“高配合力玉米自交系南21-3的选育与应
用研究”获重庆直辖以来农业领域第一个重庆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优质高产高效油菜新品种
创制和应用”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重庆日报：未来学校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张伟：一是加强“党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
强阵地，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二是实施“绿色+”，走好绿色教育之路，在
师生中根植绿色教育理念，助推三峡库区经济
社会的绿色发展。

三是实施“AI+”，通过承担一批国家级和
省部级研究项目，拓展协同创新平台，进一步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力争到2025年，将学校建成特色鲜明的综
合性应用型科技大学，办学水平显著提升，成为
西部知名高校。到2035年，建成特色鲜明的综
合性应用型高水平科技大学，学校科技创新驱
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

重庆三峡学院院长张伟：

立足三峡库区 推进优势学科专业发展

记者手记

学校名片
重庆三峡学院始建于1956年，是三峡库

区腹地唯一一所综合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也是
重庆首所倡导“绿色教育理念”、力推“绿色教
育产教融合”的本科高校。围绕国家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学校强化科技创新及成果转
化。近5年，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25项，现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等科研平台29个，获批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
研项目587项，获批省部级创新团队（创新研
究群体）11个，获国家授权专利751项，其中
发明专利64项。

说起学校当下的发展时，张伟很坦诚地说，
学校无法和国内一流大学比，但也有其他学校
不可复制的优势，那就是三峡库区。

众所周知，三峡库区位于长江流域腹心地
带，是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主控节点、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只要打好三峡库区这张牌，重
庆三峡学院就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

事实上，近年来，该校也是这样做的：办学
思路突出立足三峡、校园建设融入三峡元素、学

科专业对接三峡需求、科学研究促进三峡经济、
就业创业服务三峡发展。

张伟讲了一个小故事，前不久国内某大学
的学生代表团来重庆三峡学院参观。进入学校
一看，他们大吃一惊：175米地势高差被装扮成
独一无二的山地花园式校园，香樟、梧桐、银杏，
装点着美丽的园区，还有能彰显地域和学校特
色的三峡红叶大道、三峡红叶长城、三峡文化书
签等，独一无二的校园文化、青春洋溢的身影，
令参观者赞不绝口。

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自己的优
势，脚踏实地，可以将看似的劣势变为优势。这
对一个学校发展尤为重要。

打好特色牌，走好发展路

走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⑩

重庆三峡学院院长

张伟专访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科技助推
社会各领域向智能化加速迈进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从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

智能材料也叫机敏材料，是一种能感知外部
刺激，能够判断并适当处理且本身可执行的新型
功能材料。科学家预言，智能材料的研制和大规
模应用将导致材料科学发展的重大革命。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诺奖（重庆）二维
材料研究院已着手研究智能抗病毒涂层，该种
涂层将能通过智能可编程响应来杀死吸附在表
面的病毒，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多种病
毒都非常有效。

但这不是此项研究的终点，研究院还将在
材料科学领域广泛使用机器学习技术，研究二
维材料晶体及其合成物，进一步改进材料，探索
创造出一种具有可编程功能的新材料。

目前，研究院在智能纺织品、热管理、电信、
光子学、表面等离子体光子学等应用上投入了
大量精力，在智能膜和智能涂层方面表现良好。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对工业互联网发展起
到重大作用。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就是为众多联网机
器、设备、传感器发放唯一编码的“身份证”。而
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
区内部最顶级的标识解析服务节点，能够面向
全国范围提供域名、标识、区块链的基础服务和
资源管理功能。

国家顶级节点不仅能面向全国范围提供顶
级标识解析服务，以及标识备案、标识认证等管
理能力，还可以在国际根节点与二级节点之间
承上启下，实现连通。

截至2021年5月底，国家顶级节点共开设
了五个，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
五市，已上线二级节点134个，覆盖23个省区市
的28个行业，接入企业超过15000家，全国标识
注册总量已突破200亿，日均解析量达到1200
万次。

办公室之变：探索未来办公新边界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来自未来的数

智图谱》）

在新的技术浪潮下，一场办公室变革正悄
然发生。

随着5G网络的深化，工作时间和空间限制
被不断打破，远程办公、在线工作、云上会议等
一系列创新办公模式成为现实。但是，这些应
运而生的办公模式“弄潮儿”，能否解决最核心
的问题——提升工作效率，仍存疑问。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按下了远程
办公的加速键。

停工停产期间，几乎所有企业陷入停滞。
远程办公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缓解了企业
们复工复产的燃眉之急。

但是，远程办公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在
技术层面上，多对多的云会议模式还不够成熟，
无论视频还是语音，都无法达到线下会议的效
率；另一方面，由于远程办公让工作与生活间缺
乏明确的界限，长此以往，人们容易产生焦虑感
和疲惫感。而最重要的是，远程办公很难形成
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企业文化，不利于激发员
工的热情和创造力。普华永道和爱德曼等多家
机构的研究显示，相比完全的远程办公，大部分
工作者更倾向于传统线下与远程线上相结合的
混合办公模式。

显然，成本的性价比与工作效率并不能完
全画上等号。社交属性是人们的基本属性，对
他们而言，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仪式
感，如何通过有温度的办公模式激发人们的创
造力与主观能动性，才是未来智慧办公的核心
命题。

在新技术、新模式与新思维的冲击下，人们
的工作与生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无论是远程
办公、智慧办公还是共享办公，智慧办公变革的
最终目的终究是最大化地释放生产力，以及在
这个过程中持续提升人们的积极性与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在渝高校如何参与中部历史母城、东部生
态之城、西部科学之城、南部人文之城、北部智
慧之城“五座城”建设？

11月2日，市委教育工委组织重庆大学、西
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交
通大学等 20余所本科高校的党委书记或校
长，分成两组走进西部（重庆）科学城、礼嘉智慧
公园、广阳岛等地考察，深度感受重庆主城都市
区建设发展成效，从而找准高校目标定位，明确
重点任务，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用VR影院、AI人工智能技术展现重庆“历
史文化名城”“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致力于打造为“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的广阳岛原生态巴渝乡村田园风景，聚集了一
批国内外顶尖高校、院所和企业的重庆两江协
同创新区，拥有12大领域、180个实验室的长安
汽车全球研发中心，以“智慧生活的一天”打造
了25个场景和50个体验项目的礼嘉智慧公园，
以国家级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电子薄膜与集成
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为基础建设的电子科大

重庆研究院………一个个生动的场景让书记、
校长们倍感振奋，对参与重庆“五座城”的建设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重庆大学将为‘五座城’的建设提供更加
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和创新引领。”重庆大学
党委书记舒立春表示，重庆大学将瞄准“五座
城”的建设目标，围绕重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
技术、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电子、
汽摩、装备制造、消费品、原材料等产业加强人
才培养。

“学校两江校区与两江协同创新区距离较
近，有现成的师资和实验室，目前正与市外入驻
的哈工大、北理工等知名高校的研发机构对接，
在科研及人才培养方面共建共享，共同参与智
慧之城建设。”重庆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康骞表
示，学校将不断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办学
特色，实现大学校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产

业园“三园融合”，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
新作为。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孙芳城认为，高校科研
就是要服务城市经济建设，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的建设中，重庆工商大学将落地金融科技研
究院项目。目前，学校科研团队开发的智能生
态物联网系统在重庆高新区落地，主要用于森
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人流监测等，助力科学城
的建设。

“学校近年来联合长江航道局建成国家内
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三峡水
运新通道、重庆至涪陵4.5米水深整治、黄金水
道通过能力提升等多项关键技术攻关，促进长
江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益。”重庆交通大学党委
书记李天安表示，交大的科研团队将持续发挥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势，联合市交通局、市航交
所等共建长江上游航运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重
大战略、体制机制、航运政策等，为政府政策制

定、企业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文理学院要在科技创新领域努力作出最

大贡献。”重庆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泽平介绍，
近年来，学校陆续打造出教育部微纳米光电材
料与器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3个国家级
平台和22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在柔性显示、
高效纳米超硬涂层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
果并实现产业化。今后学校将进一步推进产教
融合、城校互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新的贡
献。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负责人也纷纷表示，学
校要通过“开门办院”、创新体制机制等方式，在
生态之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智慧之
城、乡村振兴等工作中，持续发挥力量和作用。

“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既是高校的使命
担当，也是高校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委教
育工委书记黄政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引导高校
充分发挥人才、科技和智力优势，融入区域重大
发展战略、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统
筹整合资源、找准目标定位，明确重点任务，为
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作出积极贡
献。

如何参与“五座城”建设
在渝本科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看变化谈感受

新建成的广阳湾智
创生态城迎龙小院城市
展厅，高居南岸牛头山，
可俯瞰广阳岛、湾风景和
参观建设规划展陈。迎
龙小院由原农家小院改
建，蝶变重生，为践行广
阳湾智创生态城“按下快
进键，两年大变样，三年
出成效”的要求，仅用 70
天建成。可揽江峡相拥，
岛湾一体，城野共生，感
悟广阳湾“天人合一”和

“道法自然”的生态修复
法则。

陆纲/视觉重庆

迎龙小院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样板间视觉南岸 寻访
长嘉汇城市会客厅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像像影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龙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0000033 许可证流水号：0099039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云龙大道8号附22号
邮政编码：400051 联系电话：023-68900183
批准日期：1995-12-01 发证日期：2021-10-1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支行
机构编码：A0002S35000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98639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彭水县绍庆街道滨江社区滨江路14号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849853
批准日期：1997-02-15 发证日期：2021-10-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合川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35008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957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希尔安大道1313号、1315
号、1317号、1319号、1321号、1323号、1325号、1327号

邮编：401519 电话：023-42412535
批准日期：2021-09-09 发证日期：2021-09-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重庆市万州分行

机构编码：A0002L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571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
江南新区南滨大道1999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49723
批准日期：1997-01-01 发证日期：2021-09-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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