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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超音速AI+机器视觉智能生产制造
及产学研基地、华卓智慧医疗健康服务
平台、皓元抗体偶联药物（ADC）CDMO
基地、康富德全球研发中心……2023年，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天里，巴南已累计签
约重大产业项目47个、总投资290亿元。

不仅如此，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2
年度全市招商投资赛马榜”中，巴南一举
入围综合、招大引强、制造业开工3个

“十强榜”，更是在综合榜单上排名第一。
百日招引投资近290亿元的背后，

巴南有着怎样的创新举措？

抢先机开新局
快速敲定投资合作事宜

3月19日，巴南区组团随市招商投
资局及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赴新加坡、
马来西亚开展为期8天的招商活动。

“南下”“北上”“向西”“向东”，从年
初至今，巴南招商团队已累计拜访国内
外500强企业、央企、行业领军企业等超
过300家、储备项目超过100个。

今年3月，巴南区委领导率队赴上
海、浙江等省市开展生物医药产业招商，
高位推动皓元医药等“临门一脚”项目；

巴南区政府领导连续3周率队赴北京、
成都、深圳招商，争分夺秒拜访对接华润
集团等14家龙头企业，快速敲定投资合
作事宜。

在此基础上，巴南区招商团队在市
经济信息委、市招商投资局的指导下，多
次共赴北京、上海、深圳、山东、三亚等地
开展生物医药联合招商，洽谈海碳中心
西部运营平台等项目。

“一张张满满当当的招商行程表，展
现的是巴南瞄准重点领域引‘强’、创

‘新’、强‘链’、聚‘才’的胆识和决心。”巴
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抢跑招商产生的实绩实效也随之而来：
盈科资本、德才股份、海王集团、中科创
星等大批头部企业相继前来深入洽谈合
作事宜；快生活智能新材料科技产业园
等10亿级项目签约数已达10个。

创新招商模式
聘任产业赋能大使

3月24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
复医学科副主任、华山医院福建医院副院
长贾杰受聘成为巴南区产业赋能大使。

聘任产业赋能大使协同招商，是巴
南在招商引资中的又一创新模式。

“产业赋能大使主要来源于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中介服务机构
等单位。”巴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产业赋能大使能够发挥招商
引资、建言献策、决策咨询、智库智囊“四
个作用”。

随后，贾杰在上海电气智能医疗康
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念通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两家公司中的科研转化成果——
鸢飞数字疗法应用转化中心及念通肢体
功能康复与重建创新技术应用转化项
目，同步签约落户重庆国际生物城。

贾杰是巴南今年聘任的首位产业赋
能大使。如今，巴南产业赋能大使已增
加至37人。

签约落户巴南的重庆智慧农机产业
技术研究院，是打造国际一流的智慧农
机、新型摩托车及特种动力装备研发及
试验检测制造业创新中心。该研究院能
够落户巴南，与受聘为巴南产业赋能大
使的重庆理工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石晓辉息息相关。正是石晓辉借助
自身在高校和科研领域的信息资源，为
巴南牵线搭桥引进了该项目。

实施“专班负责制”
让招商项目落地生根

4月11日，科瑞制药智能化建设项

目在重庆国际生物城开工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300亩，一期总建筑

面积约6万平方米，将建成数智化、智能
化、柔性化的高端制剂生产平台，实现医
药商业、医药工业、医养健康全产业链高
质量运营。

此外，诗健ADC抗体药物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等17个重大产业化项目也在今
年相继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142.8亿元。

东盟国际食品交易产业园、腾龙5G
公园等百亿级项目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项目，总投资
221 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58.8亿元。

“企业引进来只是第一步，让项目
‘落得下’‘建起来’‘发展好’才是招商引
资的重中之重。”巴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巴南招商项目
落地开工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

巴南围绕项目生成、建设、运营等主
要阶段时序特征，对“六个一批”项目制
定“时间表”、挂上“作战图”，深入实施
招商项目“专班负责制”，大力推行“一
线工作法”，做到专班下沉在项目一线、
问题解决在建设一线、政策落实在服务
一线，实现招商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
见效。

巴南瞄准重点领域引“强”，实施专班负责制让项目“发展好”——

百日招商引资290亿元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17
日白天我市大部地区晴到多云，最高
温达到36℃。高温成因为何，接下
来会有哪些变化？当天，记者采访了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焱。

“重庆与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
最近受南方暖气团影响，连续出现
晴朗天气，气温上升快。”张焱解释
道。

根据预测，18日白天，我市偏南
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阵雨或雷
雨转多云，雨量普遍小雨到中雨，局
部地区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

伴有阵性大风、冰雹。根据预测，今
天白天我市最高气温不超过33℃。

转折性的天气出现在20至23
日。“接下来冷空气逐渐南下，重庆会
迎来明显的降雨降温天气。”张焱介
绍说，到 23 日我市最高温将降到
20℃以下。

“气温波动大，像‘跳水’一样
属于正常现象。”张焱表示，春季本
来也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期，阵性
大风、冰雹、暴雨不容忽视，市民根
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感
冒。

重庆出现连晴天气 最高气温36℃

20日将迎来明显降温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4月
15日起，我市正式进入汛期。4月
17日，记者从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获悉，为有效应对地质灾害，市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共派驻359名
地质工程师驻守一线参与地灾隐
患排查，目前已排查隐患点10539
处。

在武隆区江口镇地灾监测点，地
质工程师陈志荣正和队员一起，加紧
治理去年滑坡的一处地质灾害点。
他表示，接下来将采用人防加技防的
联动监测机制，组织人员24小时监
测、巡查、预警，遇险立即处置。

地灾既要“防”也要“治”。巫溪

县凤凰山的危岩带治理项目工程正
在收尾，原本裸露松动的山体已被阻
断网包裹，整个工程预计5月初竣
工。

重庆南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主要治理措施
有套滑桩、危岩清除、设置主动防护
网、被动防护网等，目前的项目进度
已超过99%。

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
师李剑锋表示，重庆是全国地质灾害
较易发地区之一，今年汛期期间，驻
守地质工程师们将继续融入千乡百
镇，发挥地灾防治的专业优势，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已排查地质灾害
隐患点10539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15
日，《出生缺陷防控基层医生工作手
册》新书发布暨授书仪式在重医附二
院举行。据悉，该书是专门为基层医
务人员编写的出生缺陷防控临床指
导工具书，将指导基层医务人员更好
地进行临床产前筛查等工作，从而降
低出生缺陷。

据了解，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
家，出生缺陷也被称为“先天畸形”，
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
能或代谢异常。“要降低出生缺陷率，
就需要提高包括基层医生在内的遗
传病诊断能力。”重医附二院产前诊
断中心负责人姚宏教授说。

为此，由姚宏领衔的医学专家
组编著了《出生缺陷防控基层医生

工作手册》，对产前筛查技术与方
法、导致出生缺陷的遗传病与相关
检测技术及临床判断标准、常见的
胎儿发育异常、胎儿宫内治疗等作
了深入浅出的描述，并给出了具体
的临床处理方法指导，是临床医生
工作的实用宝典。

《出生缺陷防控基层医生工作手
册》将让更多基层医生更深入地了解
出生缺陷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并以此
为指导更好地进行产科临床工作及
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科学、合
理、规范且具权威性的工作准则。”作
为基层医生代表，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产科主任李晓多说，在今后的工作
中，她将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重庆发布出生缺陷防控手册
指导基层医务人员更好地进行临床产前筛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4月
17日，首届“世界人工种茶起源地”圆桌
论坛在南川举行，近20位国内外知名茶
学专家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从资源分
布、生态环境、群体品种植株植物学分类
地位、历史文献、茶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
比较分析，论证了金佛山在世界人工种
茶起源地上的重要地位。

“在此次圆桌论坛举行之前，由10
余位国内外知名茶学专家组成的科研考
察组，已经完成了南川、江津、綦江、万
州、酉阳等地区的茶树种质资源调查和
评价工作。”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
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刘勤晋介
绍，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历史文化古籍查
询、田野民俗调查，栽培型茶树种质资源
生物学、生化学、遗传学分析研究等多层
面、多方位、多学科比较研究证明，重庆
及长江三峡地区是人类最早发现和利用

茶的区域。
刘勤晋介绍，《华阳国志·巴志》记

载，商周及此前时期，生活在重庆及三峡
地区、以“百濮”为代表的土著居民首先
发现了茶，而金佛山（古称狼猱山、九递
山）及其周边区域的居民最早将野生茶
移入园中，实现茶树人工栽培。

刘勤晋还引用《尔雅注》释木篇、《广
雅》《出歌》《茶经》《四川通志·卷七十四》
《南川县志》等多部古籍的记载，证明金
佛山在世界人工种茶起源地上具有重要
地位。

“巴蜀地区作为先秦时期中国茶业

的摇篮、茶文化孕育之地的地位长期被
忽视。”南京农业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茶学博士刘馨秋从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
发展水平以及早期文献记载情况，进一
步论证了巴蜀是茶叶与茶文化的起源地
的观点，并从茶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出
发，探讨了巴蜀在中国茶业与茶文化发
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
虞富莲则从植物的地理起源和栽培起
源、野生型茶树与栽培型茶树等方面，论
证了巴蜀是人工种茶最早的地方。

虞富莲介绍，有着茶圣之称的陆羽

在《茶经·一之源》中写道：“茶者，南方之
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
伐而掇之”，明确了茶树的性状、产地、大
小和采摘方式，“今天，在湖北西部、重庆
和四川南部沿江流域，都有直径80厘米
以上的大茶树。这样的茶树只能爬树砍
枝采茶，与陆羽的记载一致。”

刘勤晋介绍，10月，“世界人工种茶
起源地”学术研讨会也将在南川举行，将
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从历史文献、资源
分布、茶俗文化等方面就世界人工种茶
起源地进行学术探讨，并在金佛山举办

“巴蜀茶文化发祥地”授牌仪式。

“世界人工种茶起源地”圆桌论坛在南川举行

专家：重庆是人类最早利用茶的区域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黄熠）4月
17日，第二十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暨第
二次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峰会在渝州
宾馆举行，全国近百家企业代表参会。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文化促进
会指导，《中国企业报》集团、中国企业发
展论坛组委会主办，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协办。

会上发布了2022年度影响力十大
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年度十佳人物，大

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等5个产业（首批）
2022创新力、成长力企业十佳案例，还
开展了产业强国圆桌对话以及第二十届
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产业创新峰会等。其
中，位于大渡口区的重庆三峰环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获得2022年度生
态环保产业十佳企业案例。

会上，大渡口区招商投资局还与中
企数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据了
解，今年大渡口区招商引资签约额目标
任务400亿元，到位资金90亿元。截至
目前，该区招商引资合同投资额121.98
亿元、同比增长120%，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30%，到位资金完成13.5亿元、同比

增长10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6.2%，
新增开工项目9个，开工率达75%。

此外，与会专家还分别以《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要求和历史必
然》《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弘扬企业家精
神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为题发表演
讲。

第二十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 17
日，2023年首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
坛在永川区举行。开幕式上，“科创中
国”重庆中心站正式启动。

“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打造的科技
经济融合服务品牌，旨在构建资源整合、
供需对接的技术服务和交易平台，以发
现企业需求价值和构建园区产业链为重
点，通过探索产学融合的组织机制和激
励机制，实现人才聚合、技术集成和服务
聚力，推动技术交易规范化、市场化、国
际化，建设创新、创业、创造生态。

自2020年成为“科创中国”试点省份
以来，重庆聚焦“科创+产业”，已打造永川
区、重庆高新区2个“科创中国”国家级试

点城市，3个“科创中国”创新基地，以及
14个“科创中国”市级试点城市（园区）。

据悉，此次启动的“科创中国”重庆
中心站主要面向上述试点城市（园区），
基于高校、院所、园区、企业、专家等，搭
建覆盖供需发布、需求分析、成果评价、
供需匹配等不同维度的资源数据体系，
构建市、区（县）两级纵向贯穿、高校院所
横向协同的合作站点网络与科创联络员

队伍，通过资源共享和平台搭桥，实现
“让科学家找到企业家，让企业家找到科
学家”，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据了解，本期论坛以“智能装备产业
创新发展”为主题，由市科协、永川区政
府主办，永川区科协、永川高新区管委
会、重庆市菁英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服务
中心、重庆市机械工程学会联合承办。

开幕式上，“永川科技创新中心”也正

式启动。同时，永川区科技局和重庆红江
机械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发起成立“永
川区智能装备与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
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庆
学、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鲁力、重庆大学校长助理朱才朝、
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副所长周勇
分别作了主题报告。活动期间还举行了
永川智能装备产业相关成果展。

2023年首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在永川举行

“科创中国”重庆中心站正式启动

4月17日，市民在九龙坡区滨江路
附近的“草海”玩耍。

近日，该区滨江路附近的长江消落
带成为一片“草海”。长1公里多的“草
海”好似绿野仙踪，吸引市民前来打卡拍
照。

通讯员 赵俊超 摄/视觉重庆

消落带变“草海”
市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大家对社区提升有啥疑问和建
议，都可以现场提出来。”4月14日，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人和街社区，一场

“小巷茶评会”拉开帷幕，居民们围坐
一起，与负责社区规划设计的“三师”
志愿者交流分享。

人和街社区是渝中区有名的老
旧小区，辖区大部分都是修建于上世
纪80年代的老建筑。这几年，街道
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邀请
市规划设计院的规划师、建筑师、工
程师组成“三师”志愿服务队，为小区
环境改造建言献策。

“前两年，我们在‘三师’的建议
下，主要对枣子岚垭片区实施了‘微
改造’。”大溪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熊
清对人和街的历史底蕴、老旧小区改
造情况等进行了介绍，“我们打造了

‘街区、景区、园区、社区’相互交融的
改造场景，在进行环境提升的同时，
也延续了老街老巷的城市记忆。”

“现在，院坝宽敞了，花草树木增
多了，经过‘三师’设计后的社区大变

样。”居民代表刘杰首先站起身来，为
“三师”们点赞。

“不仅如此，针对社区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情况，我们正在赶制社区

‘适老化’改造方案，将在部分狭长、
陡坡地段设计加装扶手、折叠椅、无
障碍设施等。”人和街社区特聘规划
师，市设计院专家湛江平向居民们介
绍。

“未来，我们还将规划建设社区
食堂、社区养老服务站等，为老人提
供日间照料、助餐配送、短期托养等
综合功能服务，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
服务网络。”熊清接过话头补充道。

黄桷树下，暖风拂面，街道干部
和“三师”志愿者们将城市提升的改
造思路、设计方案娓娓道来，引得居
民们啧啧称赞。

今年，大溪沟街道还将在人民村
社区、罗家院社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项目，重点聚焦“一老一幼”设施
建设，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打造
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
整社区，让老旧小区改造成为群众满
意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邀请“三师”进社区

“小巷茶评会”问计于民

4月14日，“三师”团队为居民答疑。 记者 左黎韵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