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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瞭望

日前，中央宣讲团成员、市委书记袁家
军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
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中强调，要构建创新
要素资源集聚体系，完善“416”科技创新
布局，全力建设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打造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标志性成果。

从重庆市技术转移研究院揭牌，到石
墨烯产业链科技成果高质转化基地在渝落
地，再到产线大脑人工智能联合研发中心
在明月湖成立……不难发现，最近各类创
新要素资源加速向重庆集聚。事实上，这
些密集活动的背后，有一个共同指向——
推动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世
界性难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是
各方努力的方向。目前重庆科技成果转化
还存在哪些“肠梗阻”？重庆又将如何发力
攻坚“最后一公里”？

找准问题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如
果把基础研究视作“从0到1”的突破，那么
科技成果转化就是“从1到10”的过程。

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多项与
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改革被点名，如“深化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提高成果转化效
能”等，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全国工业重镇，重庆历来重视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正在加快建设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越来越多的科技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然而，重庆
科技创新仍有不少需要弥补的“短板”，特
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存在明显的薄弱环
节。

“我要转”的动力不够强。科技成果转
化的过程，其实也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
对接的过程。一些科研人员热衷于科技研
发而轻视推广应用，不愿意跳出“舒适圈”，
存在“不愿转”问题。同时，成果转化激励
存在不确定性，付出与收益较难成正比，让
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缺乏“我要转”的积极
性。

“转什么”的定位不够清晰。从“实验
室”到“生产线”的这段转化过程，被许多人
称为“死亡之谷”——绝大部分技术成果难
以顺利抵达产业化终点。这让部分科研人
员在成果转化的路径选择上“知难而退”。
同时，由于担心科技成果转让定价不当造
成国有资产流失，担忧转化失败造成国有
资产损失，一些高校、国企管理人员在成果
转化中放不开手脚。

“怎么转”的方式较为单一。科技成果
转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商品化、产业化、
生产、销售等众多环节。现实中，成果转化
的方式较为单一，方法也不够灵活，不能很
好结合市场变化而随之调整，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成果转化的整体效能。

探寻路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靶向。
可以看到，近年来重庆在创新发展上

动作频频，加快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发力
攻坚“最后一公里”的意图明显、路径清晰。

把平台搭建起来。破解科技成果转化

难题，需要平台赋能。围绕平台载体建设，
重庆着力打造技术要素公共平台，并推动
多平台互联互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
技术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市场化配置。

比如，今年6月，重庆市技术转移研究
院揭牌成立，并同步上线了重庆市科技成
果汇交平台，为企业、高校院所、投资机构
提供发现、对接和转化科技成果的桥梁，促
进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

让服务“专”起来。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需要专业服务的强力支撑。重庆在科
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专
业化科技服务，同时加强科技成果信息共
享共用、供需智能匹配等服务，最大限度减
少成果转化的“后顾之忧”。

比如，今年5月，市科技局和市教委首
次面向全市选派重庆市企业科技特派员
团。与过去进企业“问诊把脉”不同，企业
科技特派员团不只是“送技术”，而是驻扎
在生产车间，开展“组团式”服务，从科技人
才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集中作战”，系统
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有效开展科技成果
转化。 （下转2版）

推动更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

重庆发力攻坚“最后一公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前不久，投资1.2亿元的智能家居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在荣昌
区铜鼓镇开工建设。

铜鼓镇下辖一个社区三个村，是一个只有1万多人的小镇，但近
两年却先后引进7个项目，投资金额达2亿元。

一个丘陵小镇，招商成果为啥如此显著？7月28日，铜鼓镇党
委书记黄成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招数是瞄准产业痛点招商、
延链补链强链，做足特色农业产业文章。

铜鼓镇发展有6000余亩花椒产业，但由于市场价格波动，产业
发展并不稳定，甚至一度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提升效益成为当务之急！”黄成辉称，为此，铜鼓镇成立招商团
队，前往长三角等地交流学习沟通，邀请企业家参加招商投资和商贸
活动，“既推介我们的资源优势，又摆出我们的不足，希望引入项目解
决产业痛点。”

来自安徽凤阳的徐维丰，来到铜鼓镇刘骥村流转了426亩花椒
地，通过套种中药材半夏、林下养殖鸡，建起了椒麻药山鸡基地，同时
开发花椒枕头、足浴包、磨牙棒等花椒制品，依托直播、研学、餐饮，探
索农文旅融合发展。

现在，徐维丰通过直播带货，每天可以销售5万—10万斤鸡蛋，
种植的半夏也引起多家企业投资兴趣，他正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形成
中药产业园。

“既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又在产品本身挖掘新增长点。”重庆市万
合正德中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合正德）是一家致力于药
用花椒种植及加工的新兴企业，其技术团队培育出铜鼓山椒药用花
椒品种，具有抗病性强，无刺的特点，山椒素含量高，具有较大经济价
值。 （下转2版）

荣昌这个丘陵小镇
何以两年引资2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近日，梁平印发《梁平
区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试行）》，围绕规模能级提升、科技
创新赋能、企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企业主体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提升服务质效六个方面，出台30条措施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不
少企业可获100万元奖扶资金。

据介绍，30条新举措既以实际行动、真金白银惠企、援企、稳企，
又聚焦创新驱动、亩均论英雄推动企业“自我革命”“自我解放”。

比如在支持规模能级提升方面，梁平对上一年度年报营业收入
突破1亿元、2亿元、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40万元、60万元、80万元一次性奖扶资
金，企业可自主安排该项资金；再比如支持物流提档升级，对年度物
流费用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梁平按照5%的比例，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扶资金。

“这些政策对于我们来说很及时。”位于梁平高新区的重庆欣维
尔玻璃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该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产品远销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几十个国家。今年，
公司准备扩大规模，建立新厂房，“按2023年的销售收入和研发投入
数据，我们可以拿到近100万元的奖扶资金，可以用于加大生产投
入、科研等。”该负责人说。

重庆满鑫莱食品有限公司每年物流费用在2000万元左右。“单
物流一项，我们每年就可以拿到将近100万元的奖扶资金。”公司副
总经理陈伟阳说，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投资扩产等方面，公司有望
获得奖扶资金，加起来能申请到200万元左右。

“力度大、更全面、更细致，企业家信心当然就会更足。”梁平区相
关负责人称，推进企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新动
能，充分释放更大发展潜力。

据梁平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初步估算，全年各级奖扶资金
将达到1.6亿元以上。

梁平出台30条新举措
真金白银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
红 实习生 季敏）记者8月2日从人民银行
重庆市分行获悉，今年以来，重庆深入推进
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绿
色贷款保持较高增长态势。截至2024年6
月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7600亿元，是
2019年推行绿色金融改革之初的4.3倍。

我市印发实施《重庆市“碳挂钩”贷款
业务操作指南》《关于探索开展取水权质押
融资业务的通知》等政策标准，更好地为全
市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指引和规范。

我市还努力优化绿色金融服务，加大
绿色信贷支持力度。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

持续迭代优化“长江绿融通”绿色金融服务
系统，新增转型金融数据监测等功能，完善
区县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等功能。动态更新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清单，上半年依托“长江渝融通”系统将清
单内企业推送给金融机构，促成金融机构
投放贷款超560亿元。

同时，金融机构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
“绿易贷”再贷款、“绿票通”再贴现3项货
币政策工具，发放贷款123亿元，支持80
余户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在
林权抵押贷款、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抵
（质）贷款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方面加大
创新力度。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林权抵

押贷款余额158亿元，同比增长102%，林
权抵押贷款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重庆绿色债券发行持续活
跃。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绿色债券余额
达345亿元，是2019年改革初的2.6倍；今
年全市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和绿色金融债分
别新增20亿元、50亿元。

6月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7600亿元

重庆绿色金融改革成效明显

作为真正的互联网一代，以“00后”

为主的中国运动员们，向世界展现着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他们松弛、鲜活、敢于表达。

他们大方、自信、懂得感恩。

他们用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让

世界对中国有了新认识。

他们今天的样子，就是今日中国

的样子。

□新华社记者 李丽 马向菲 高萌

用了不到两小时，郑钦文跨越了中国网球20年。
夺冠那一瞬，她躺在罗兰·加洛斯中央球场的红土上，高举双拳的

呐喊，宣告了中国网球人时隔20年再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宣告了
中国和亚洲迎来首枚奥运网球单打金牌。

奥运网球女单决赛，像一个巨大的中国形象宣传片，时长近两个
小时，在全球进行了现场直播。

无需刻意渲染，当这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湖北妹子挥手致意、笑容
灿烂，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着她。

不仅国人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被刷屏，美联、路透、法新等诸多外
媒也纷纷点赞郑钦文“历史性”的表现。中国“00后”流利的英文、明媚
的笑容和直率的发言，甚至她“Queen Wen”的谐音梗，都成为外媒报
道的对象。 （下转5版）

代言中国，“郑钦文们”来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实习生 黎好

重庆，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榨菜第一
城”。

2023年，重庆青菜头总产量277.6万
吨，青菜头种植面积196万亩，分别占全国
65%、60%；年产销成品榨菜141.9万吨，
占全国70%以上。

然而，有关部门最近披露的一份调查
数据却显示：2024年2月，重庆青菜头平
均收购价约663元/吨，同比下跌344.6元/
吨，降幅超三成，菜农现金收益降幅20%
以上。而同期，以“乌江榨菜”为代表的涪
陵榨菜零售价则突破3元，站上历史高位。

重庆青菜头收购价大幅波动，原因何
在？涪陵榨菜零售价上涨，又折射出哪些
信号？作为“中国榨菜第一城”，重庆榨菜
如何探寻进阶之路？就此，记者进行了调
查采访。

销量下跌 青菜头供大于求
7月31日，记者来到涪陵。
2023年，涪陵区青菜头总产量178.14

万吨，占全市64.17%，是名副其实的“世界
榨菜之乡”。而涪陵榨菜集团作为中国酱
腌菜行业唯一一家上市公司，旗下“乌江榨
菜”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一，是观察重庆
榨菜行业的重要窗口。

“2024年青菜头收购价较2023年同
期下降超3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涪陵
榨菜集团总经理赵平做出如下分析——

其一，2023年涪陵青菜头因气候原因

减产超3成，收购价处于高位，而2024年
青菜头较种植面积扩大、实现丰收；其二，
2024年初，四川眉山等地大量外地青菜头
流入重庆，市场竞争加剧；其三，2023年涪
陵榨菜销量有所下滑。这三个原因，共同
导致青菜头供大于求。

据此前报道，2020年，涪陵成品榨菜
年产销量达到60万余吨，2022年下降到
50.53万吨，2023年持续下滑……涪陵榨
菜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集团营
收24.5亿元、同比下滑3.86%，净利润8.27
亿元、同比下降8.04%。这也是自2010年
上市以来，涪陵榨菜集团第一次出现营收、

净利润双下滑。
对此，涪陵区榨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黄小林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购买力下

降。特别是，随着榨菜零售价突破3元，从“泡
面伴侣”到“伴侣泡面”，消费者对榨菜的消费
成本开始“斤斤计较”，“作为佐餐的开胃小
菜，榨菜并非消费刚需，销量受到影响。”

其次，榨菜应用的场景减少。榨菜应
用最广泛的地方，是类似工矿、建筑工地等
流动场所，但近年来，随着流动人群的减
少，榨菜使用也相应减少。

（下转2版）

供大于求，青菜头收购价大降；成本上涨，生产端压力巨大——

“中国榨菜第一城”探寻进阶之路

8月3日，开州区白鹤街道，农机手
驾驶收割机在高标准农田里抢收水稻，
一派丰收景象。

开州是我市重要的水稻产区。近
年来，开州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
撑。

当前，重庆多个区县的水稻进入成
熟收获期。各地调配人力、收割机等加
紧收割水稻，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通讯员 王晓宇 摄/视觉重庆

水稻开镰

男男子子44××100100混合泳接力混合泳接力

中国队夺冠中国队夺冠！！

（相关报道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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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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