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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2月28
日，“2021年度渝商评选”颁奖典礼
举行。经过多环节层层筛选和专家
评审，共有25位民营企业家从百余
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2021年
度杰出渝商”、“2021年度新锐渝商”
殊荣。

作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创立于
2006年的一项大型民营经济人物评
选活动，“渝商”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已成为每年重庆民营经济领域的
一场盛会。

此次评选共有132位民营企业
家参与报名，覆盖了新兴信息产业、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
现代服务业等17个新兴产业。入围
候选人所在企业中，资产上亿元的有
45家，2020年度营业额上亿的有49
家，2020年度纳税额上千万的有30

家，这些企业总共解决了5万余人就
业。这些企业中，拥有专利授权的企
业有59家，单个企业最高专利数量
达258项。

上榜的25位民营企业家，均为
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同时在科技
创新上起到了领军作用，充分展现出
民营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这些民
营企业家登上榜单，不仅展现了新时
代渝商创业风采，更为重庆民营企业
树立了新标杆，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数据显示，2021年，重庆民营经
济占GDP比重达到59.6%，税收贡
献占比达到58.2%，近5年来平均每
年新增民营市场主体21万户。民营
经济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是推动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的生力军。

“2021年度渝商评选”揭晓
25位民营企业家获奖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2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
悉，2022“发现重庆之美”调查推选
活动（以下简称 2022“发现重庆之
美”活动）正式启动。与以往不同的
是，除了有最美环卫工人、最美“劳动
者港湾”、重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等
奖项，本届“发现重庆之美”活动首次
设置了“重庆最美山城绿道”奖项，还
引入群众口碑评价机制，首次设立

“市民口碑榜”。
据了解，2022“发现重庆之美”

活动一共设置七大奖项：重庆最美环
卫工人、重庆最美城市管理人、重庆
最美小微停车场、重庆最美山城绿
道、重庆最美口袋公园、重庆最美“劳
动者港湾”、重庆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其中，山城绿道是重庆近年来打

造的“山城”系列特色品牌之一，目前
全市已建成山城绿道 32 条，共计
112.53公里；“劳动者港湾”是重庆
连续两年实施的重点民生实事，目前
全市已累计建成开放1000余座“劳
动者港湾”。

城市管理效果如何，市民最有发
言权。本届“发现重庆之美”活动还
引入群众口碑评价机制，首次设立

“市民口碑榜”，邀请市民“点赞”重庆
之美。市民可在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门户网站“发现重庆之美”专栏下载

“最美”项目推荐表格，并将选择结果
发至 fxcqzm2022@163.com邮箱。
同时，市 民 还 可 直 接 拨打 电话
17708339561报名“推荐官”，并简
要说明自己报名“推荐官”的理由，截
止时间为2023年2月7日18时。

2022“发现重庆之美”活动启动

首次设立“市民口碑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2
月28日，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重庆市
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联合发布了《重庆科
技创新指数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2021年全市综合科
技创新指数为67.32%，比上年提高3.26
个百分点，33个区县科技创新指数有不
同幅度的提高。

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继续保持全
国第7位。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2 全球创新指数”来看，重庆继
2019年首次入围城市创新集群百强以
来，已连续4年上榜，排名上升39位，位
列第49位。

9个区科技创新指数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位列第一梯队

据了解，《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
是迄今重庆持续时间最长的评价报告之
一，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的《重庆区县
科技进步监测报告》，2017年后更名为
《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截至目前已
连续发布14年。

此次发布的《报告》通过科技创新
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
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发展5
个一级指标，基础条件、科技意识等10
个二级指标和万人R＆D（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法人单位数等 34 个三级指标，以
2021 年的数据，对全市和 38 个行政
区县创新水平进行分析比较，是客观
反映全市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和动态、
科学引导区县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
参考。

“相对于2021年，此次《报告》对原
有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将原有两个层
级的指标体系扩展为三个层级的指标体
系，以适应新发展阶段重庆科技创新发
展特征。”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张振
杰介绍。

根据科技创新指数结果，38个区县
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可分为三类：

第一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67.32%的区县，有北碚区、九
龙坡区、渝北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
区、沙坪坝区、璧山区、涪陵区9个。

第二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位于
30%-67.32%的区县，有长寿区、永川
区、荣昌区、大渡口区、渝中区、江津区等
22个。

第三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低于
30%的区县，有巫溪县、云阳县、彭水县、
丰都县等7个。

“一区”优势地位进一步强化、
“两群”进步明显

据介绍，从“一区两群”来看，第一
梯队均为主城都市区，并且中心城区
占近八成。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17个区县中，
15个区县指数有不同幅度的提升，8
个区县位次有提升，其中武隆区和秀
山县2个区县由第三梯队进入第二梯
队。

“可以说，主城都市区优势地位进一
步强化，渝东北、渝东南两个城镇群进步
明显。”张振杰表示。

从5个一级指标分别来看，在科技
创新环境方面，2021年全市科技创新环
境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指数为
62.65%，比上年提高4.28个百分点。23
个区县科技创新环境指数有不同幅度的
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秀山县，提高
13.46个百分点。

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2021年全市

科技创新投入水平稳步提升，科技创新
投入指数为63.90%，比上年提高9.18个
百分点。38个区县科技创新投入指数
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增幅最大的是铜
梁区，提高15.76个百分点。

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2021年全市
科技创新产出指数为67.20%，12个区
县科技创新产出指数均有不同幅度的提
高，增幅最大的是綦江区，提高10.73个
百分点。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2021年全
市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74.16%，比上
年提高1.4个百分点。29个区县高新技
术产业化指数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增
幅最大的是巫山县，提高35.71个百分
点。

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2021年
全市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为70.45%，
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14个区县科
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均有不同幅度的提
高，增幅最大的是彭水县，提高22.52个
百分点。

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和拓展园
所在区创新能力表现不俗

作为国务院批复设立的重庆首个国
家高新区，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和拓展园
覆盖了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大
渡口区、巴南区和江津区的部分区域。

“我们分析发现，重庆高新区直管园
和拓展园所在的这6个区，区域创新能力
均表现不俗，其中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
坝区、巴南区均位于第一梯队，大渡口区
和江津区位于第二梯队。”张振杰介绍。

其中，北碚区科技创新发展更趋协
调，在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产出、高
新技术产业化三个方面表现突出，特别
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位列全市第1位。

九龙坡区科技创新水平显著增强，在
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
产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四个方面表
现突出，其中科技创新环境指数和科技促
进经济发展指数均位列全市第1位。

沙坪坝区科技创新水平稳步提升，
在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产出、科技促
进经济发展指数三个方面表现突出，其
中科技创新产出指数位列全市第1位。

巴南区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巩固，
在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
术产业化三个方面表现突出，其中科技
创新投入指数位列全市第2位。

大渡口区、江津区科技创新水平稳
中有进，其中大渡口区科技创新投入指
数和科技创新产出指数均位列全市第8
位，江津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位列全
市第9位。

“总体来讲，《报告》为全市深入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全市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张
振杰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科
技创新的战略意义提升到新的高度。希
望《报告》的发布，能够为市级科技管理
部门制定科技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为
各区县找准科技创新着力点和发力点提
供思路。

《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2》发布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继续保持全国第7位

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陈秀强，
是重庆天之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农民高级技师，江津区农民科技教
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专家。他长期
从事花椒育种、栽培管理以及绿色花
椒标准化丰产技术研究与推广，主编
《青花椒栽培管理实用技术》，为推动
江津及周边花椒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他于2016年当选为中
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2020年被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聘任为“林草乡土专
家”，并先后获得江津区十杰榜样人
物、江津区“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带头
人、重庆市优秀农村流通科技特派员、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科协系统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注重技术创新 助力椒农增收

从1998年开始，陈秀强带领技术
团队深入生产一线，积极开展科学试
验，不断总结和提炼花椒速生丰产栽
培管理新技术。通过合理除草、病虫
防治、修枝整形、科学用肥等花椒栽培

管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引领江津花
椒从传统的3年投产提前到18个月挂
果，亩产从原来的300斤~500斤提高
到800斤~1500斤。

陈秀强提倡花椒病虫害绿色防
治，从源头上降低化学农药污染几率；
推广使用生物农药，减少化学农药用
量，降低了农药等化学物质对花椒品
质的损害。他注重精深加工产品研发
及推广应用，牵头研发保鲜花椒、鲜花
椒油、花椒精等 20余个精深加工产
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增加产品附加
值，每年为江津椒农创收2亿元以上。

江津区嘉平镇紫荆村平均海拔
1000米以上，2003年以前人均年收入
不足2000元，是重庆市重点贫困村。陈
秀强带领技术人员经过3年时间的探
索，成功将当地野花椒与九叶青嫁接，培
育出适应高海拔的“紫荆一号”青花椒品
种，将九叶青花椒种植适应区从海拔
600米以下提高到800米以上，总结了
一套高海拔地区青花椒栽培管理技术。

为让村民种好花椒，陈秀强从土

地选择、除草、栽苗入手，常年坚守一
线为村民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用8年的时间帮助紫荆村实现整村脱
贫致富。此外，他还帮助四川、云南、
贵州等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花椒产业，

把花椒产业打造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
重要产业。

紧盯科技前沿 强化科普示范

针对当前农村劳动力紧缺、机械

化程度低、错季管理普遍、作业效率
低、农残重利用少等现象，2018年，陈
秀强牵头与深圳大疆创新深度合作，
首次将无人机植保飞防技术引入花椒
产业，并在广泛试验示范的基础上，制
定了《农用植保无人机花椒施药技术
规程》，更好地指导花椒社会化服务。
同时，牵头与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
驶员协会（AOPA）建立合作关系，并
与多所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培
养新型职业技能人才300余人，为无
人机技术的推广普及奠定了坚实的人
才基础。

陈秀强先后牵头创建花椒科普示
范基地28个，发展科技示范户5100
户，累计开办各类技术培训、讲座、现
场示范指导512场次，参培人员达11
万人次。他主编青花椒权威技术书籍
《青花椒栽培管理实用技术》，印发《江
津花椒工作简报》68期，发放技术资
料6.5万份、光盘2万张。同时，针对
目前江津花椒基地普遍存在土壤酸
化、板结等现象，为科普基地进行测土

配方。陈秀强引导基地科学用肥，并
与全国复合肥制标企业中阿公司合
作，成功研发撒可富花椒果树专用肥，
为江津花椒产业定制生产全国第一品
牌的花椒专用复合肥。

江津是中国著名的“花椒之乡”，
现有种植面积57万亩，每年产生花椒
秸秆及附属物30余万吨，是再生利用
的重要资源。为解决长期以来大量花
椒秸秆散落在田间地头、房前路旁给
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带来的困扰，
2019年，陈秀强牵头引进秸秆综合利
用生产线，率先建成以回收、加工、生
产、仓储、销售为一体的花椒秸秆综合
回收利用中心，现已具备生产颗粒燃
料、有机肥料、菌包基料、造纸原料的
能力，实现了秸秆利用能源化、肥料
化、基料化、原料化，促进产业绿色循
环发展，也为花椒秸秆的再生利用、变
废为宝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为地方
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增添后劲。

何菊 刁蕾
图片由重庆天之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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