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务简报

重庆2 2024年 12月8日 星期日
责编 邱碧湘 美编 张辉

重庆市新闻道德监督电话：023-63898720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职业道德（打击新闻敲诈、假新闻）监督电话 63907049 63907189 监督邮箱 cbjtxwb@sina.com 采编质量 63907205 印刷质量 62805041 发行投诉 63735555 印刷单位：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 发行方式：邮发+自办

关注2024重庆市产业创新大会

●12月7日，2024年重庆市产业创新大会举行，副市长郑向东出席会议。
（记者 夏元）

●12月7日，西南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办学110周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重庆大学党委书记舒立春
出席活动。 （记者 李志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扣人工
智能‘脉搏’。”在2024年重庆市产业
创新大会主旨演讲中，腾讯公司副总
裁蔡光忠开门见山道出发展人工智
能的重要性。

蔡光忠介绍，为解决我国人工智
能行业人才培养中缺乏与时俱进的
教材、场景和仿真训练平台等痛点，
腾讯自主研发出多智能体复杂决策
开放研究平台“腾讯开悟”，并持续完
善“学、赛、研、产”体系。

从2020年以来，“腾讯开悟”平
台已连续4年组织面向全国高校的算
法赛事，通过汇聚青年人才进行算法

竞技，发现、挖掘出一批具备创新意
识、实践能力的人工智能青年人才。

“今年6月，‘腾讯开悟’人工智
能全球公开赛走进重庆高校开展活
动，取得积极反响。”蔡光忠说，发展
新质生产力需要人工智能助力，而后
者的发展离不开算力芯片的支持。

“腾讯开悟”赛事正是围绕人工
智能前沿产业的真实应用场景，探索
智能决策研究在算法、应用等层面的
技术突破，通过专业赛事选拔、培育
人才。他表示，腾讯将持续搭建具有
全球行业影响力的决策智能技术竞
赛交流平台，培养更多数字人才，同
时与重庆携手共建数字生态，推动国
产芯片应用场景取得突破。

腾讯公司副总裁蔡光忠：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扣人工智能“脉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没有算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难以为继；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
安全可信的算力网络业态是前提。”
在2024年重庆市产业创新大会主
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
祥表示，新质生产力是新型经济形
态，数字经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
培育算力网络业态筑牢数字底座则
是关键。

沈昌祥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在
学习、训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

生一些虚假的、侵权的、违背伦理的
错误。这些错误数据一旦被大模型
采纳，会引起更多违反法律、伦理的
后续问题，“因此，安全是数字时代发
展的前提，培育安全可信的算力网络
业态刻不容缓。”

沈昌祥说，网络业态“安全可信”
的本质，不仅是“有病毒杀毒、有黑客
防黑客、有漏洞找漏洞打补丁”，还要
让完成计算任务的数字逻辑组合不
被破坏、不被篡改，实现攻击“进不
去”、信息“拿不到”、信息“改不了”、
系统“瘫不了”的防范效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培育安全可信算力网络业态刻不容缓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夏元）12月7日，在2024年重庆
市产业创新大会上，重庆两江明月湖
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以下简称两江
高新院）揭牌成立。其将通过建立

“1+2+N+X”成果转化及产业生成
体系，建设优质成果就地转化引领
区、国际先进技术转移转化先行区、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示范区，以新技
术孵化新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据介绍，两江高新院是在市经济
信息委指导和两江新区管委会支持
下，由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高新院）联合组建而来。

重庆高新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1+2+N+X”体系中的“1”，是指高
水平建设1个服务总平台，即两江高
新院；“2”是建设国内和国际两个创
新合作中心；“N”是建设N个专业分
院，涉及先进材料、具身机器人、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多个产业细分领
域；“X”是孵化培育X个高新技术企
业，打通从科技攻关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的瓶颈，助力我市重点产业“建链、
补链、强链、延链”。

“两江高新院将集成放大两江协
同创新区的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
作用，贯通‘聚人才—转成果—孵项
目—产业化’服务链路，赋能人才创
业成长。”该负责人表示，将以新技术
孵化新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全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重庆再添一个产业服务平台

两江高新院揭牌成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校史馆开馆、校友“回家”在校园
打卡、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和多场学
术活动举行……12月 7日，西南大
学附属中学校（以下简称西南大学附
中）举行办学110周年系列活动，来
自全国各地的老校友和青春洋溢的
年轻面孔欢聚一堂，共话学校的发展
与变迁。

当天上午，承载着学校建校百余
年历史与文化的西南大学附中校史
馆，在焕新升级后重装亮相。上千
张老照片和数百件史实资料，分历
史、党建、课程、师资、德育、校友6
个篇章，生动呈现了西南大学附中从
创办伊始到新时代奋进的风雨发展
历程。

民国时期的毕业证、60年代的
成绩单、80年代的复习笔记……一
份份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讲述着
西南大学附中学子的求学故事；图
文资料、手摇铃、实验仪器……更是
展示了学校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
丰富的校史资料让校友们感叹不
已。

据悉，该校史馆共收集到校友和

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校史资料、教学
老物件、剪纸艺术品、图书、题词、书
画等600余件珍贵藏物。

西南大学附中高1982届校友杨
晋表示，参观这些史实资料后，对学
校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入了解，对
学校未来的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

在学校操场设置的“爱心易物”
集市，挂满了由师生们动手设计的文
创包，展现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京剧社团、汉服社团、民乐社团
等学生社团，展现出青年一代学子们
的多才多艺和蓬勃活力。

据悉，该校还举行了一系列学术
活动，包括“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优
质中学的使命与发展路径”研讨会、
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全国师大附中
联合体年会等。

办学110年来，西南大学附中定
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先行者、示
范者、引领者”和“中学里的大学”，围
绕“为学生生涯幸福奠基”主线，从

“嘉陵江畔的一颗明珠”，发展成“一
校多区”的现代教育集团，实现了规
模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关键
跃迁，共计培养了近10万名优秀人
才，在各行各业中发光发热。

110岁了！

千余老照片老物件“讲述”
西南大学附中发展历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近期，我市水稻专家李经勇深入新
疆阿克苏、伊宁等地考察、交流，带回10
余份“软米”“雪米”育种材料；豆类专家
杜成章也联合川渝多家科研机构，在四
川盆地开展了一场对“十月黄”耐旱大
豆资源的搜寻。

这些跋涉、奔波的背后，都有一个
关键词——种业振兴。国以农为本，农
以种为先。要让大米、水果、蔬菜既高
产、营养又健康、好吃，首先得从品种选
育上找寻突破口。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种业振兴，
重点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种业创新
攻关、种业企业扶优、种业基地提升、种
业市场净化“五大行动”，推动种业振兴

“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
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

不久前召开的全市种业振兴工作
会议传出消息：我市已圆满完成“三年
打基础”目标任务。这3年来，重庆种
业振兴行动进行了哪些探索？取得了
哪些成果？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摸清“家底”
全面完成种质资源普查收集，

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402份

选育好的品种，种质资源是基础，
也是关键。可以说，如果袁隆平团队当
年没有获得那株后来被命名为“野败”
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资源，很可能就没有
后来三系配套杂交水稻的诞生。

我国是农业大国，作物类型多种多
样。在重庆，丰富的立体气候资源，也孕
育出众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本土作物、
畜禽资源，如高蛋白大豆、荣昌猪等。

为了进一步收集优异的本土资源
并加以开发利用，去年，我市在全国率
先开展省级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这是
我市第一次组织科研技术力量，全面、
深入地对农业种质资源进行精准鉴定
评价。

项目组围绕28种农作物、7种畜
禽，立足解决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以选
育标杆品种为目标，开展资源大搜寻，
同时对资源针对性地开展表性鉴定、基
因鉴定。

以大豆为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近年来耐高温、耐干旱成为大豆品种选
育的重要方向。今年，“超长待机”的高
温伏旱天气给大豆生产带来挑战。这
种极端天气对生产不利，但却是做育种
研究的绝佳时机。

11月初，市农科院油料所牵头发起
了耐高温、耐干旱“十月黄”大豆单株搜
集行动，得到四川农科院、湖北农科院、
西南大学、三峡农科院、南充市农科院、
自贡市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大豆育种团
队的积极响应。

经过努力，科研人员共收到350余
份耐旱的“十月黄”资源，为接下来品种
选育奠定了基础。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3
年来，我市共出动普查人员8000多人
次，全面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任
务，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402份；累
计完成28种农作物、7种畜禽共4万份
（次）以上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

选育品种
3年多来，全市自主培育农作

物新品种200余个

为了提速新品种培育，我市还加大
种业创新攻关力度，助推产业发展。

在璧山，蔬菜种植户闫光伟种茄子
多年，这几年，他对种子问题“有点恼
火”。

种一亩茄子的收益能上万元，除去
种苗、人工等成本，利润能有2000余
元。“但茄子一旦得了青枯病，损失会很
大。这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忙活一年
还可能要亏钱。”闫光伟说。

青枯病源于一种土传病菌，同一地
块如果连年种植茄子，病菌就会越积越

多，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目前，我市
茄子常年种植面积30余万亩，青枯病
的田间发病率在30%至40%之间，情况
比较严重。

去年，我市高抗青枯病茄子砧木新
品种“渝茄砧2号”成功通过品种鉴定，
让闫光伟等一众茄子种植户看到了希
望。

市农科院茄科蔬菜团队努力在野
生茄子种质资源中寻找高抗青枯病的
材料，开展新的砧木品种杂交选育。

其间，团队兼顾灰霉病、菌核病等
茄子高发病害开展研究，最终选育出

“渝茄砧2号”，成功将茄子青枯病发病
率控制在5%以内。

近年来，我市聚焦农业生产所需，
通过组建科企联合体等方式加强科研
协同攻关，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科研
成果加快涌现。

如聚焦高出油率油菜，去年通过新
品种登记的“庆油 11”含油量达到
52.37%，它是我市自主选育的“庆油”系
列油菜第三次刷新国内油菜含油量纪
录；聚焦青菜头全程机械化，培育出全
国首个宜机收青菜头品种“渝机6号”，
等等。

3年多来，全市自主培育农作物新
品种200余个，有效助推特色产业结构
优化、提档升级。

创新机制
在全国率先探索“重大品种研

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

科研院所、高校和种业企业，是种
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强化种业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提升种业发展效
能的关键之一。

因此，在推进种业振兴中，我市在
全国率先探索实施“重大品种研发与推
广后补助”政策，对16家在突破性新品
种选育和良种推广应用中作出重大贡
献的市内企业（科研院所）的28个品种
给予2150万元资金奖励。

对此，市农科院油料所所长黄桃翠
深有感触。黄桃翠表示，科研工作有连
续性，如果能拿到后补助资金，那就相
当于拥有了一个灵活的资金池，科研工
作更有保障。

该项政策还有一个让人称道的变
化。黄桃翠说，以往研发新品种，先申
请项目后拿资金，这导致一些成果“含
金量”不够，最终也没能实现转化。

而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则
要求科研人员先“交出”重大新品种或
推广好的优质品种，然后才能获得补助
资金。“这是一个科研导向上的转变，要
求科技工作者瞄准产业痛点做科研，为
实际生产解决问题。”黄桃翠说。

作为我市高含油油菜“庆油”系列
的选育人，近年来，黄桃翠凭借“庆油3
号”“庆油8号”在全国的快速推广多次
拿到后补助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她又
相继选育出“晶油1号”“庆油11号”等
优质品种，实现了科研的正向循环。

今年，为加快推进种业创新攻关，
我市还首次启动实施重庆市种业创新
攻关“揭榜挂帅”，发布了家蚕、茶树、榨
菜、黄连、渝东黑山羊5个项目，为“揭
榜”科研主体提供500万元资金支持。

目前，我市有市级农作物种子企业
26家、畜禽种业企业54家，“中一种业”

“琪泰佳牧”已成功入选国家种业阵型
企业。

三年打基础：
重庆种业振兴行动成效如何

自主培育新品种200余个，助推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共出动普查人员8000多人次，全面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任务
■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402份
■完成28种农作物、7种畜禽共4万份（次）以上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

数读·重庆“三年打基础”

资源调查
收集

优良品种
选育

■自主培育农作物新品种200余个
有效助推特色产业结构优化、提档升级

■对16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市内企业（科研院所）的28个品种给予
2150万元资金奖励

■全市有市级农作物种子企业26家、畜禽种业企业54家
■“中一种业”“琪泰佳牧”成功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发展机制
创新

（记者栗园园整理）

12月7日，重庆移通学院綦江校区，
大学生选手在脱口秀节目中表演。

当日，由重庆市语言学会、重庆市文
学作品表演艺术学会指导的“2024啊ā
啊á啊ǎ啊à”大学生脱口秀邀请赛决
赛在这里举行，12名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
大学生选手以独特的视角、风趣的语言，
为师生呈上一场语言与幽默的欢乐盛宴。

此次邀请赛面向全国高校开展，吸引
了武汉大学、四川电影电视学院、重庆移
通学院等31所高校的脱口秀爱好者参加。

记者 李志峰 郑宇 摄影报道/
视觉重庆

吸引全国31所高校参加

大学生脱口秀大赛
决赛在重庆举行

（上接1版）
由于时隔久远，原业主单位，以及

原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都已
不复存在，这导致原项目建设的相关资
料，没有转交到鑫三联手中，存量建筑
的质量与安全问题没有资料支撑。“当
时跑了很多部门和单位，都没找到原项
目的资料。”任小君说。

此外，由于建筑施工规范标准发生
变化，而存量建筑是按照过去的规范标
准建设，如果续建就不符合现行标准。
这无疑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怎么办？
在服务专班的帮助下，鑫三联一方

面找到有关单位，开展存量建筑的安全
鉴定，另一方面找到一家设计公司，根据
高新区产业发展的要求和现行建筑施工
规范标准，重新进行项目方案设计。

同年4月，在高新产业公司会议室
里，一场关于鑫三联科技产业园项目设
计方案的座谈会，足足开了5个小时。
高新区规资局、建设局和高新产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以及建设和产业方面的专
家围坐一堂，为项目把脉。

标准厂房的落地条件、企业入驻要
求、重启建设的手续办理……与会人员
把设计方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一摊开，
群策群力帮助企业想办法，细化到厂房
建设外立面、容积率、层高、承重等各项
指标。

高新产业公司总经理张海是一位
老招商人，从事招商工作10多年，提出
不少建议，“这一片区规划发展先进制
造业，招引的项目将有很多大堆头生产
设备，对层高、承重要求特别高，厂房设
计要做好充分的考虑。”

此外，高新区规资局、建设局等部
门的相关负责人也从行政审批的角度，
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搞科技产业园确实没经验，
这场座谈会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底
气。”陈核表示。

从2023年6月取得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7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到今年1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8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对于
鑫三联来说，由于项目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在办理相关手续时，比新建项目流

程更繁琐、时间更漫长。
其间，服务专班一路“陪跑”，主动

上门、现场办公，协调相关部门负责人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积极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

“办法总比困难多，更何况还有一
群人帮我们想办法。”陈核说。

柳暗花明
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招商

工作已经启动

在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高耸的塔吊来回作业，机器不断发
出轰鸣声，工人们在施工点位上忙碌，争
分夺秒抢工期、赶进度——停工多年的
工地上，再度出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从9月8日正式开工，到现在进入
全面建设阶段，我们一直没停下来过。”
尽管每天的事务很多，但陈核干劲十
足，信心满满。

据介绍，该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约1.5亿元，预计2025年底竣工投用，届
时将为巴福片区新增约7.4万平方米产
业载体。目前，项目招商工作已启动。

“最近，我们正在组建招商团队。”
负责招商工作的苏会蓉说，起初，他们
并不知道需要打这么多“提前量”，还是
服务专班给他们提的建议，让他们早早
动起来。

事实上，在正式开工之前，服务专
班已经多次带领招商引资的目标企业
代表来实地考察。“我们平时到各地去
招商，接触的项目多，对鑫三联的情况
也非常熟悉。只要有合适的项目，我们
都会积极牵线搭桥。”廖明强表示。

在他看来，招商工作打好“提前
量”，与项目建设同步推进，也有利于企
业根据客户需求，对标准厂房进行改进
和完善，更好地为项目落地和产业培育
创造条件，使招商项目早日落地、达产
见效。

鑫三联科技产业园项目只是重庆
高新区践行“店小二”服务理念的缩
影。存量资源“活起来”，变为发展增
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今年以来，高新产业公司“店小二”
服务专班已累计走访企业100余次，解
决企业实际问题4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