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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看巴渝

政务简报

●5月27日，副市长但彦铮出席重庆市医学科学院揭牌仪式。 （记者 李珩）

●5月27日，第二届重庆市制造业十大影响力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举行，副
市长江敦涛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记者 夏元）

●5月27日，副市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安疆出席西部（重
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二期正式运行暨科技成果发布会。（记者 李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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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5 月 27
日，重庆市医学科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据介绍，学院挂牌于重庆市人民医院，
将致力于开展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搭
建国内一流、国际水平的医学综合研究
平台和机构，努力转化形成更多具有卫生
健康领域重庆辨识度的创新成果，持续
提升西部地区的医学科研辐射带动力。

据了解，重庆市医学科学院于2022
年1月经中共重庆市委编办批准设立，
填补了我市没有医学科学院的空白。

重庆市医学科学院挂牌于重庆市
人民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是重庆市
首批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经市政府批
准，由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庆市
中山医院合并组建，于2016年3月挂
牌成立。

“增挂重庆市医学科学院后，我们
将整合临床资源，把基础医学和临床研
究有机结合，促进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
等，切实发挥卫生健康政策领域智库作
用。”重庆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华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卫生健康系

统取得了一系列医学科技创新成果，出
台《医学科技创新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文件，建成国家
级科研平台3个，省部级科研平台81
个，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9项，科研成
果转化近100个。下一步，我市将实施
科技跃升计划，启动科技创新平台扩
容、重大攻关项目储备、学科分类管理
提质、转化医学研究促进、医学创新园
区创建等专项行动，加快推动卫生健康
科技创新事业跨越式发展。

当天，重庆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肺
科医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为核心，重点围绕学科建设、科研攻
关、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方面加强合
作，推动两院诊疗服务能力的联动提升，
为两地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健康服务。

重庆市外科学会也同步成立。重
庆市人民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研究所所
长、重庆市外科学会会长王槐志介绍，
学会将通过基层医生培训、开展临床研
究等方式，提升区域整体外科水平。

聚焦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

重庆市医学科学院揭牌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高科技手
段下，百分之百遭，退休都要遭……”
江北区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苏留
昶声泪俱下悔恨地说道。这是5月25
日，江北区在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上播放的专题片《迷航》中的画
面。

为切实发挥“身边人”“身边案”“身
边事”的警示、震慑、教育作用，江北区
创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方式，组织
全区87名“一把手”和1300余名科级
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赴主会场参会，15
个基层单位共计800余名相关负责同
志在分会场视频参会，充分用好用足用
活警示教育资源。

“片中违纪违法干部认为‘仕途受
堵’，就应该‘钱途来补’，对老板的‘大
钱敢收，小恩小惠也看得起’，从根子上
讲就是思想变质了。身边人，身边案很
有针对性、现实性和震慑力，希望大家

汲取教训，深刻警醒，真正做到引以为
戒。”大会现场，两名相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说德说责后，江北区委主要领导深刻
剖析案发原因，聚焦典型案件“解剖麻
雀”，讲清腐败问题根源，为2200余名
党员干部上了一堂触及灵魂的警示教
育课，最大限度把查办案件的“附加值”
挖掘出来，不让干部违纪违法的代价白
付。

近年来，江北区纪委监委把警示教
育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一项基础性工作，
扎实推进清廉江北建设试点示范工作，
用好典型案件资源开展“以案四说”警
示教育，采取“分层分类+靶向治疗”的
方式，根据受教育对象的不同，精选岗
位相近、领域类似、行业相同的身边案
例进行分类化教育，推动警示教育由

“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之前，针对区属各行业年轻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有“抬头”趋势，区纪委监委

专题策划拍摄制作《踏错的第一步》年
轻干部警示教育片，对特定人群警示教
育工作改“一方百治”为“对症下药”，使
警示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为做实做细警示教育促改促治，该
区对之前查处案件开展的限额以下工
程建设项目专项整治行动进行了“回头
看”，先后下发纪检监察建议4份、督促
行业系统建立自查自纠机制、梳理并化
解关键岗位风险点321个、建立194项
责权事项廉政责任清单。

此外，该区纪委监委在深入分析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廉洁风险点的基础
上，不断探索丰富警示教育载体，在重
要节点通报曝光典型案件的同时，推出
警示教育主题动漫视频《错误政绩观》
《动漫说纪》《行贿受贿一起查》等系列
新媒体作品，深入剖析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的廉洁风险点，促使党员干部时刻
绷紧纪法弦，持续增强纪律教育的渗透

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同时，区纪委监委加强清廉文化建

设，通过打造“清廉金融”文化品牌、开
展“一街（镇）一亮点”社区创廉活动、开
设“老马说廉”微视频创作基地等，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廉洁文化内
涵。下一步，该区还将大力推进廉洁文
化“口袋公园”“行业阵地”建设，在

“最美森林图书馆”开设廉洁文化作品
专柜，在鸿恩寺森林公园设置“清风亭”
廉洁文化宣传点，在部分中小学开设

“廉洁思品课”，在部分企业开辟廉洁文
化“微阵地”，推进清廉文化建设落地落
实、润物无声。

“我们将继续创新方式方法，强化
党员干部清廉文化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案件剖析警示，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营
造扬廉抑腐、廉荣贪耻的社会环境，为
清廉重庆建设贡献江北力量。”江北区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北：既关注“重点人群”，又重视“一般干部”——

87名“一把手”1300余名科级干部同上警示教育课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5月27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二期正式运行暨科技成果发布
会举行，油菜、马铃薯、柑橘、茶树、罗
非鱼、淡水鱼类6个二期种质创制团
队正式入驻运行。至此，入驻该中心
的种质创制团队达到9个。

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介绍，作为
农业农村部纳入全国支撑育种创新的
五大专业化平台之一，2021年1月，
由西南大学牵头建设的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揭牌成
立。首期遴选入驻的有家蚕、杨树、青
蒿3个种质创制团队。

截至目前，中心已建成4.5万平
方米的科研用房，组建了近200人的
科研团队，攻克了一批创制育种关键
技术，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新
创种质素材1700余份，部分成果已进
入转化阶段，培育的新品种推广面积
达2.5万余亩。中心先后获得教育部

种质创新科技专项支持、获批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批建设农
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夏庆友教授介绍，下一步，中心将紧盯

生物种质创新与利用世界科技前沿，
发挥现代农业、组学大数据、生物技术
等关键领域的学科优势，开展规模化
工程化种质创制攻关，筛选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动植物新品种，加强科技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为服务国家
粮食与生物安全贡献力量。

此外，中心将聚力打造开放性科研
平台，强化校地校企合作，联合攻关，着
力打通产学研用全过程链条，实现创新
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努力建设成为西
部（重庆）科学城科技人才集聚地、科技
创新发源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

根据规划，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将
力争5—10年完成20亿元投资，建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程化种质创制科
学设施；攻克10余个重要物种种质创
制关键卡脖子技术，创制出上万个模
式物种突变品系、上千个生产实用品
系，育成上百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和重大产业应用价值的新品种；汇
聚一批国际顶尖人才，研发人员达到
1000人，培养一批种业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通过产业化运作，培育或支撑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上市种业企业，形成千亿
级产业集群，为国家种业振兴贡献力量。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二期正式运行

新增油菜马铃薯等6个种质创制团队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市顾
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享受按副省
（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离

休干部陈虹同志，因病于2023年
5月27日逝世，享年92岁。

陈虹同志系江苏镇江人，
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虹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邱悦）5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闭
幕。大会指出，重庆共青团要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打造“青春
建功新重庆”总品牌为载体，以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为抓手，凝聚起拥抱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的青春正能量。

为期三天的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
五年的工作成绩和奋斗启示，科学分析
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机遇和新任务，统筹安排和明确了未来

五年重庆共青团的重点工作。同时，审
议通过了《关于共青团重庆市第五届委
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议》；选举产
生了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

大会强调，重庆共青团今后五年
工作的总品牌是“青春建功新重庆”，
抓手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牵引是

建设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团组
织，体系架构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
引领、组织青年建功新重庆、服务青少
年全面发展、以数字化变革引领全面
深化改革、对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
面从严治团”五维工作体系，目标是实
现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大局贡献
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团成

效“六个明显提升”，全市各级团组织
和广大团员青年要始终加强生成性学
习、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
力，努力推动重庆共青团工作再上新
台阶。
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名单
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
廖传锦

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
张 珂 贺秀山 杨春渝（女）
杜 远 秦 可（土家族）
李雪芮（女） 周新雨

共青团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

家蚕种质创制示范团队

家蚕种质创制工程运行以来，已
成功构建了多组学大数据分析平台、
家蚕规模化种质创制平台、现代化人
工饲料养蚕工厂，并顺利启动了家蚕
的规模化种质创制。

目前，已构建了1000余份家蚕重要
种质资源，主要涉及家蚕驯化、丝蛋白合
成、变态发育、激素调控以及环境适应性
等功能基因组研究和家蚕丝腺生物反应
器与生物制药、医疗大健康蚕丝生物材
料以及特种蚕丝纤维等创新应用。

已获批立项“长江上游特色濒危
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抢救性保护与创新
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项，项
目总预算3368万元，并在《自然通讯》

《生物技术趋势》等国际著名期刊发表
高水平论文10余篇，申请获批国家发
明专利10项，多项医疗大健康领域的
蚕丝生物材料创新成果已进入实质性

转化阶段。

杨树种质创制示范团队

杨树种质创制工程运行以来，在
素材创制、专利申请、人才引进等方面
均取得较好成绩，已创制近 500 份种
质素材，近 15 种造纸、建筑用材及观
赏杨树新品种已进入中间试验阶段。

青蒿种质创制示范团队

青蒿种质创制工程运行以来，成
功揭示脱落酸调控青蒿素生物合成和
抗旱的分子机制，创制青蒿新种质
255 个，培育青蒿素高产且抗旱青蒿
新品种2个并推广种植2.5万亩。

（记者 李志峰 整理）

家蚕、杨树、青蒿三个种质创制示范团队

取得一系列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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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5月27日，两江新区重庆世奥体育1029网球中心，参加2023 YONEX“郑洁
杯”青少年网球巡回赛的小选手们正在赛前热身。

作为本届“郑洁杯”的全国八个分站赛之一，当日开拍的重庆站比赛共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350名小选手参赛。他们将在两天的赛程中，通过小组循环赛+淘汰
赛，决出U8、U10、U12、U14男女单打共8个组别冠军。通讯员 王亮 摄/视觉重庆

“郑洁杯”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庆站开拍

5月23日，万盛经开区金桥镇三台
村，治理后的河道与田园、道路构成一
幅美丽图画。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全力夯实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中小河流治
理，通过修筑防洪堤、河道治理、打通排
洪渠道等措施，不断提高抵御灾害能
力，切实保障农田灌溉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万盛：

兴修水利保农灌

（上接1版）
该项目前身为始建于上世纪60年

代的重庆江北化肥厂，部分老厂房、机械
设备等保存完好，区域内有9处建构筑
物群落被列入重庆市第六批历史建筑。

2017年，悦来投资集团将原江北
化肥厂进行保护性开发，保留原建筑面
积约2.11万平方米、改建及新建建筑
面积约6.1万平方米。

经过5年多打造，“悦来庄稼”成为
《回来的女儿》《法医秦明》《勇者无惧》
等多部影视作品取景地，把“重庆工业
风”吹到全国观众面前。

对历史建筑进行打造，是否与保护
相冲突？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对此进行解释。

“历史建筑的保护核心是保护其历
史风貌，即建筑外观。在符合相关规定
的情况下，对历史建筑的内部可进行适
当的结构改造，安装水电管网等配套设
施，将其打造为公共空间等。”该负责人
说，去年5月，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重庆市关于在城乡规划建设
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
见》，提出保护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
的既有建筑、老建筑、古民居，采用“小
规模、渐进式”保护整治方式和“绣花”
微改造方式，补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

这意味着，历史建筑将不仅有“面
子”，更会有“里子”，市民也能更好地亲
近它们，从中感受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延续历史记忆
传承保护历史文化与提升

城市价值相辅相成

在一幢幢历史建筑“重生”的背后，
是重庆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视，也
折射出发展思路的转变。

例如，过去对老旧城市片区的改

造，多为“拆旧建新”；现在为了留住历
史记忆，重庆则选择“原汁原味”。

位于南岸区菜园坝长江大桥以南，
苏家坝立交以西的长江电工厂职工宿舍
区，共有101栋老建筑，是中心城区内现
存规模最大的建国初期职工宿舍区。

2022年，南岸区启动“铜元局·城
市时光”项目，仅拆除了质量较差的6
栋老建筑，保留91栋、改建4栋。

“我们对每一栋老建筑都进行了
‘摸底’，并保留了原有的街巷空间和
70多棵老树，让历史风貌得以留存。”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包括历史建
筑，还包括工业遗产、抗战遗址、自然资
源文化、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这些“活历史”，共同彰显着传统巴
渝、明清移民、开埠建市、战时首都、西
南大区的历史记忆、城市文脉。

传承保护历史文化与提升城市价
值，相辅相成。

以中英联络处旧址为例，如果拆除
后修车库，容量不会超过50个车位；而
如今，其建筑价值已达上亿元，为解放
碑商圈增添了历史底蕴。

又如“悦来庄稼”，该项目将建成集
文化艺术街区、文化特色展馆、公益区
等业态于一体的艺术设计微度假目的
地、工业遗址保护展示区、创意设计产
业聚集地，为两江新区带来新亮点。

再如“铜元局·重庆时光”，这里部
分老建筑将改造为扩建后的南坪长江
实验学校的食堂、办公室及阅览室，公
交首末站管理用房，提升周边居民生活
品质。借助临江的区位优势，这里将有
望成为南岸区新地标。

据悉，下一步，重庆将继续在城市规
划建设中处理好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让历史建筑、老街旧巷等成为
重庆城市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