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 月 23
日，第二届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论
坛（2023）在渝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志明、袁亚湘、徐宗本，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罗智泉，欧洲人文和自然科
学院外籍院士金石等院士专家聚焦数
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围绕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建设、应用数学与
数学应用成果的评价等内容开展深入
研讨。

据介绍，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论
坛由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北京大学
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重庆
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发起，每年在重庆
举办一次。论坛汇集国内一流应用数
学专家和产业界代表，聚焦数学与经济
社会融合创新发展趋势及数学领域高
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探讨如何充分
发挥应用数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对推动应用数学与相关交叉学
科及多领域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应用数
学支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届论坛分为开幕式、院士特邀报

告、圆桌论坛及分论坛等环节。
“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

企业家与数学家要‘双向奔赴’。”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志明在论坛上称，企
业往往提出的是一个行业领域内的问
题，而非数学问题，这就需要双方花时
间磨合，“企业家要学会把产业界的问
题，用数学家能听懂的语言讲给他们
听；同时，数学家要努力去理解企业家
提出的产业问题，并将之上升为数学问
题，通过数学工具去解决。”

马志明强调说：“做纯数学的，可以
很单纯地攀登自己的‘珠穆朗玛峰’，但
应用数学不是靠热情做出来的，而是要
与企业家、应用领域相关的人磨合。”

在应用数学评价方面，马志明希望
能够通过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让更
多数学家特别是青年数学家能够坚持

“四个面向”，通过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促
进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学数学，但
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工具。所谓工具，
是指它为所有学科提供描述的语言、
建模的工具和计算的方法等。”中国科
学院院士徐宗本带来了题为《数学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探索》的主题报
告，他说，数学在现代科技中具有独特
的地位和作用，是众多高新技术的本
质，很多“卡脖子”问题在基础上是数
学基础问题。

数学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徐
宗本分享了近年来他及团队探索的三
种模式：第一是算法提供商模式，即为
企业提供算法，这是最符合数学特点的
模式，但只有解决好“专业化、领域化”，
才能有好的效果；第二是联合实验室模
式，这是最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模式，但
在保持多样性和基础性上需取得平衡；
第三是数学技术产品模式，这是最能体
现数学作用与价值的模式，但周期长，

与技术领域融合度高，需要付出更长期
的努力。“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有人才
队伍、良性的体制机制基础及科学的评
价体系。”徐宗本说。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罗智泉在题
为《拓展边界：应用数学领域的探索与
实践》主题报告中称，产业落地和科技
创新需要一个关键纽带，数学则是关联
两者的重要角色。过去，应用数学大多
停留在理论阶段，现在随着智联时代的
到来，大量新事物涌入，数学尤其是应
用数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的
角色也日益凸显。

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主任杨新
民表示，近年来，该中心聚焦国家和全
市重点产业需求，围绕先进制造、信息
科学、智能交通、生物医学等产业发展
中的关键技术难题，组织研究团队以开
展联合攻关项目为牵引进行跨学科交
叉研究，促进了数学与工程应用、产业
化对接融通，让应用数学在更多的场景
中“应用”起来。

第二届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院士专家围绕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建设等内容开展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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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白秀颖）9月23日，第四届中国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协同创新平台大会暨
首届金凤干细胞论坛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举行。大会发布了我国首个人源
干细胞国家标准——《生物样本库多能
干 细 胞 管 理 技 术 规 范》（GB/T
42466-2023）（以下简称《规范》），这
标志着我国在干细胞样本库管理上有
了标准技术支撑。

据介绍，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
制能力的“种子”细胞，可以分化成多种
功能细胞，参与细胞替代和组织再生。
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和应用，给多种疾病
的治疗带来新希望，具有广阔的前景。
不过，由于相关标准的缺失，这一领域
也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

此次发布的《规范》规定了生物样
本库中人多能干细胞和小鼠多能干细
胞的管理技术通用要求，包括总则、原
材料和相关数据的采集与接收、建系、
复苏和培养、冷冻与储存、质量控制、分
发和运输的管理和技术要求。该标准

适用于生物样本库人多能干细胞和小
鼠多能干细胞的管理，不适用于拟用于
临床治疗的生物样本的管理。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标准工作委
员会主任、中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协
同创新平台标准工作组组长赵同标
介绍，此次国家标准的发布，对于推
动我国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的规范化、
标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干细
胞领域后续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
先行示范。

“我们希望干细胞能成为有利于人
类健康的新治疗方法或药物，这就必须
要有标准，让研究和应用有所参考，而
标准也是产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中国
科学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
医学研究院院长季维智说，当前，干细
胞领域的标准制定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但随着干细胞理论和技术研究的深入，
相信会有更多新的标准出来，而现有的
标准也将进一步完善，从而更好地推动
这一医学前沿领域发展。

标准的发布对未来干细胞临床治

疗有什么重要意义？作为临床医生，中
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健康医疗
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王松灵说，有了
统一的干细胞标准，才能确保干细胞领
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在患者身上时
是安全有效的，药物质量是恒定的，是
遵循了相关规定、目标、条件产出的，避
免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国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协同创新平台主办，金凤实验
室、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承办，国家干细胞
资源库等10家平台联盟单位协办，来
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复旦
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的30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干细胞资
源及应用领域研究前沿及最新进展开
展交流探讨。这也是中国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协同创新平台首次走出北京举
办论坛。

据了解，当前，金凤实验室聚焦“重
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核心任务，正在
筹建干细胞中心。该中心将聚焦干细

胞领域科技前沿，积极推动基础和应用
基础研究；瞄准干细胞转化应用的瓶颈
问题，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成
为支撑基础研究及转化应用的干细胞
创新研究中心，培养造就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领域创新型高端人才，着力提升成
渝地区干细胞研究原始创新、临床转化
与产业创新能力。

此前，金凤实验室还与北京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积极发
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瞄准干细胞研究
前沿和应用需求，开展跨区域协同创新
攻关，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接下来，我们还将与国家干细胞
资源库合作，在重庆建立国家干细胞资
源库西南分库，从源头上促进干细胞产
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同时，争取开展
一些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在干细胞领
域产生更多原创成果，积极推动干细胞
产业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金凤实
验室主任卞修武表示。

中国首个人源干细胞国家标准在渝发布
标志着我国在干细胞样本库管理上有了标准技术支撑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 月 22

日，市经信委印发《重庆市元宇宙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下
称《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我市
计划建成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元宇宙产
业集聚区和创新应用先导区，全市元宇
宙相关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培育
10家行业头部企业，20家细分领域专
精特新企业。

“元宇宙是数字与物理世界融通作
用的沉浸式互联空间，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集成创新和应用的未来产业。”市经
信委负责人表示，我市发展元宇宙产业
将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契机，通过加速
吸引元宇宙市场主体集聚，开拓元宇宙
应用场景，推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形成创新活跃、应用丰富、安全可靠的
元宇宙产业生态，为全市培育未来产业
集群和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提供支撑。

按照《行动计划》，我市计划3年内

建成3个市级以上元宇宙相关创新平
台，在数据流通、内容生产、数字孪生等
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元宇
宙与工业、文旅、消费等领域深度融合，
建成15个元宇宙典型应用场景，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另
外我市还计划建成2至3个元宇宙产
业园区，建设一批元宇宙领域“满天星”
示范楼宇，培育一批元宇宙领军技术专
家和优秀创作者，加速形成良好产业生
态。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市将实施5类
专项行动，包括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行
动、产品培育提升行动、市场主体引育
行动、融合应用示范行动、产业生态优
化行动，围绕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发展关键软件
等“做文章”，从而培育工业元宇宙、文
旅元宇宙、消费元宇宙、教育元宇宙等
一揽子应用场景。

三年内实现元宇宙千亿级产业规模

重庆出台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2日，
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活
动在安徽省滁州市举办。第二季度共
有154人（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
重庆的刘朋、秦兴安、杨昌立、易中荣、
刘绪海、黄佐超、李贤菊等7人上榜。

刘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陆
军现役军人，陆军二级上士。2023年1
月10日深夜，垫江县长龙街上一居民楼
突发火灾。探亲休假在家的刘朋两次冲
进火场，先后救出两名被困老人，并及时
联系消防救援人员开展灭火工作。

秦兴安是万州龙驹中学保管员。
2022年8月21日傍晚，一对母子在河
边纳凉时不慎落水。秦兴安忍着左手
受伤的剧痛跳入河水之中，先把女子郎
某救回岸边，又用尽余力救起孩子，最
终母子俩得以脱险。

杨昌立是黔江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阿
蓬江流域护渔员。2022年7月27日下
午，杨昌立冒着暴雨和洪水，在阿蓬江中
救下李先生一家三代四口人。迄今为

止，他已救起溺水者、遇险者30余人。
易中荣是巴南区莲花街道中坝岛

大中村客渡船船员。2022年8月8日
晚，一对父子落水，易中荣听见呼救声
后马上跳入江中救起父子二人。30多
年来，他总共救起过6名意外落水者。

刘绪海是巫山县官渡镇双月村村
民。因开发商“跑路”，货款无法收回，刘
绪海欠下120万元债务，他没有逃避，坚
持诚信做人，主动扛起债务。10年来，
他和妻子通过多种方式偿还债务。

黄佐超是万州区长岭镇双龙村村
民。其丈夫、公公相继去世后，黄佐超
悉心照顾患病的亡夫的亲人，勤劳奋
斗，带领贫弱的亡夫兄弟走上脱贫致富
小康路。

李贤菊是开州区云枫街道观音桥
社区居民。2008年，李贤菊捡养了一
名女婴，取名“娜娜”（化名）。后来，娜
娜被诊断为“脆骨症”，无法行走。15
年来，李贤菊将娜娜当成亲孙女一样照
顾，用捡垃圾的收入把她拉扯大。

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
重庆7人上榜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何春阳）
9月22日，在永川区板桥镇的“一街四
馆”中，首批体验沉浸式红廉互动剧《廊
桥十二载》的党员干部通过一段段激荡
历史、一份份珍贵资料、一个个廉洁故
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

据了解，《廊桥十二载》是永川区纪
委监委联合板桥镇，以历史为背景自主
研究创作的红廉剧本。该剧采取互动
交流、推理解密、户外探险等形式，以

“成立中共板桥区委员会”为主线，让体
验者在板桥博物馆、红色记忆馆、历史
文化馆、民风民俗馆等文化地标和旧址
中去寻找线索，并在不同场景中进行猜
词解码、清廉知识抢答等趣味竞赛获取
积分，最终营救“同志”迎接解放，完成
红廉任务。当天，首批体验者分成几个
小组参与了体验活动。在周密部署和
组织引导下，所有参与者都受到了强烈
震撼。

“我们注重将互动场景与革命旧址

结合，通过沉浸式体验红廉教育，让党
员干部群众切身感受革命先辈为理想
信念舍生忘死的革命气节、英雄气概。”
永川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打造
户外红廉主题体验剧场，不仅是对廉政
警示教育的一次大胆探索，更是推动清
廉村居建设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永川区结合一体推进“三
不腐”工作实践，积极探索清廉重庆建
设路径，构建“1+9+N”清廉建设机制，
深入开展文化润廉、监督守廉、服务促
廉、数字助廉“四项行动”，以点带面推
动清廉建设全域推进、全面共进。

下一步，该区将依托“廉护青春·洁
润永川”品牌建设，整合全区域范围内
清官廉吏故居故地，革命遗迹等廉洁、
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文物古迹的廉
洁故事、先哲前贤的廉洁思想、清官廉
吏的廉洁风范、革命先烈的廉洁精神，
因地制宜开发地域化、个性化的红色廉
旅节点地标，串点成线，绘就特色“廉洁
地图”，开辟红廉文旅教育专线，探索形
成常态化、近距离、互动式的红廉教育
新模式。

永川区板桥镇：

沉浸式体验红廉互动剧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

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清廉文化重庆行

9月18日，北碚区郭家沱片区，空
中俯瞰位于嘉陵江边的白鱼石公园。

白鱼石公园总规划面积23.4万
平方米，其中绿化景观打造面积
16.8万平方米、防护绿地面积6.5万
平方米。白鱼石公园主要设施内容
包括配套管理用房、沿江步道、停车
位等，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和绿化工
程已基本完工，相关单位正进行相
关设备系统的调试工作，预计10月
将正式开放。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北碚

白鱼石公园
进入收尾施工

9月22日，由重庆1949大剧院、重庆日报·视觉重庆联合主办的“平凡英雄”公
益摄影展在重庆1949大剧院LG环道开展，该展览用影像展现了10位当代“平凡英
雄”的“英雄事迹”与“平凡日常”。

逆行火场36小时的“救火骑士”龙麻子、雷锋的士驾驶员张瑞平曾信华夫妇、
地铁见义勇为勇士吴英杰、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代兰兰也被邀请到了现场，观展市
民在阅读他们故事的同时，也与“平凡英雄”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据悉，本次展
览将从9月22日持续到10月6日。 记者 郑宇 实习生 辛飞 摄/视觉重庆

“平凡英雄”公益摄影展开展

□本报记者 云钰

9月23日，以“开放科学与科研规
范：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
学部2023年科技伦理研讨会在渝举
行，来自开放科学研究领域、出版领域、
伦理学研究领域的80余名专家学者，
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进一步提高开放科学的
成熟度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
卫以“开放科学与学术诚信”为题进行了
分享。他认为，当前，开放科学已成全球
共识，成为许多国家加快完善创新生态、
抢占未来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政策抓
手。随着科学研究与交流的发展，学术
出版的展现形式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
革，这个变革就是开放获取。如今，我国

已是开放科学贡献大国，已是全球发表
OA（开放获取）科技论文最多的国家。

“然而，我国学术科研存在重复发
表、署名不当等14种学术不端问题。”
杨卫说，尽管已建立了学术不端举报
制，采取了不再允许中英文一稿多发、
相似度核查、大规模诚信教育等方式，
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

“我们还需进一步提高开放科学的
成熟度。”他建议，要提高开放获取和国
际合作学术产出的份额与体量，提升可
分享数据的科研成果质量、信息质量、
可靠性质量，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开
放科学治理。

实现科研资源从量变到
质变的跃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
学院院士何满潮以“开放科学下的创新

之路——量变到质变”为题作了主旨报
告。他谈道，开放科学是一种促进知识
共享、交流、合作的科学研究模式，开放
科学的目的不仅体现在促进知识的传
播和共享，还应实现科研资源从量变到
质变的跃升。

“我国的科学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
国际领先的成果很多，但新材料等方面
较少；工程科学研究方面，突破性成果很
多，但核心技术较少；同时，还存在信息
孤岛林立，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何
满潮说。在他看来，开放科学真正的内
涵就是促进国际间科研活动、资源、环境
等的开放共享，科学家之间的真诚合作
研究，最后实现知识从量变到质变。

科技期刊应主动承担促
进科研诚信的责任

科技领域、出版领域的专家也分

别作了精彩的主旨报告。《中国科学》
杂志社总经理助理安瑞谈道，科技期
刊应主动承担促进科研诚信的责任，
科技期刊编辑应鼓励作者主动纠错，
同时，作者应正确看待期刊的纠错机
制，不要认为撤稿就是存在学术不端
行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
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
谈到，开放科学能够促进科研诚信建
设，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科研诚信风险，
如：开放数据可能引发敏感、隐私数据
泄露，存在数据安全隐患；开放研究过
程中的设计方案、数据及结论的公开，
可能成为 AIGC 工具的“喂料”，而
AIGC工具的滥用与误用，可能会引发
更为严重的科研失信，预注册等可能
会带来观点抄袭风险。因此，要积极
构建安全、透明、可信的开放科研生
态，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

积极构建安全透明可信的开放科研生态
80余名院士专家就“开放科学与科研规范”进行“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