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时代董事长兼CEO曾毓群

推动全球发展清洁能源
宁德时代董事长兼CEO曾毓群介绍，目前在电池制造技术

方面，宁德时代已积累很多技术成果，为了推动全球发展清洁能
源，企业愿意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展开更广泛而深入的科技
合作和成果共享，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应有的贡献。

●力争到2030年，成渝地区
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实
施千项合作项目、千名青年科学家
交流，构建辐射西部、支撑全国、面
向全球的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强化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人民民心相通。成渝
地区在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中的核心作用将进一步彰显，成为
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重
要枢纽

●川渝将用3年时间，与共建
国家打造国际技术转移节点20个
以上，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项
以上，组织国际技术培训1500人
次以上，加快建成面向“一带一路”
的技术转移枢纽

核心提示

区县新闻中心 63907172 视觉影像新闻中心 63907227 报纸编辑中心 63907186/63907179（传真） 新重庆客户端（融媒体编辑中心）63907249 全媒体营销中心 63907707 6390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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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6月11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
流大会在四川成都开幕。在现场重要成果发
布环节，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
计划正式启动。

“双千”计划包括“千项合作项目”计划和
“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

当前，成渝地区正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重
庆市和四川省联合启动实施“双千”计划，旨在
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联合攻关、技术
转移、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
成渝地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交
往中心。

项目共同研发，人才联合培养

在“千项合作项目”计划中，川渝两地将开
展国际联合研发，聚焦数智科技、航空航天、先
进材料、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食品健康等成渝
地区重点领域，支持各类创新主体与共建国家
开展一批国际联合研发项目，联合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精准对接共建国家民生改善需
求，在公共卫生、医药健康、环境治理等领域深
化务实合作，推进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
而美”民生项目，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

同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促

进技术双向转移转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
融通；聚焦成渝地区产业升级需求，精准对接
共建国家技术优势，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依托成渝地区重点领域的科技
创新成果，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在共建国家产业
化应用，助力当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中，川渝两
地将强化青年科学家联合培养，推动成渝地区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科技人才联合培
养机制，每年选拔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到国
（境）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学习培训和联合
研究，支持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
科研工作和交流；重点面向共建国家青年科技
人员开展各类先进适用技术、科技创新管理培

训，培养共建“一带一路”青年科技人才。
同时，搭建青年科学家交流平台，支持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定期举办学术论坛、研讨
会等活动，为青年科学家提供交流思想、分享
成果、探讨合作的平台，推动研究资源、知识和
技术的共享，进一步夯实成渝地区与共建国家
的青年科学家科技创新合作基础。

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重要枢纽

为保障“双千”计划的实施，川渝两地将建
立专项对接工作机制，加强对“双千”计划重大
平台、重点项目、重要政策等统筹协调；设立

“双千”计划专项资金，每年分别安排经费，支

持与共建国家的国际联合研发项目、青年科学
家培养与创新创业，推动与共建国家的科技合
作走深走实。

力争到2030年，成渝地区面向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累计实施千项合作项目、千名青
年科学家交流，构建辐射西部、支撑全国、面
向全球的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强化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民
心相通。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成渝地区在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核心作用将进一
步彰显，成为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
重要枢纽。

加快建设成渝地区“一带一路”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此外，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也是本次发布的重要成果之一。

2024年底，经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一
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启动建设，这也是
全国首个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

该中心由重庆市和四川省共同建设，通过
整合两地国际技术转移要素资源，打造国际技
术转移信息服务平台和国际技术转移交易平
台，组织国际技术经理人培训，招引培育一批
知名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国际技术
对接活动，深化成渝地区和共建国家的技术转
移和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积极推动科技成果造
福共建国家人民，助力各国企业和产业共同进
步。

根据《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建设方案》，该中心将按照“一个中心、两
地共建、众点协同”模式建设，围绕国际技术转
移网络构建、平台建设、项目实施、服务增效、
人才交流、活动开展等实施重点任务，深化成
渝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促
进技术双向转移转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
融通。

按照计划，川渝将用3年时间，与共建国家
打造国际技术转移节点20个以上，促成国际
合作项目100项以上，组织国际技术培训1500
人次以上，加快建成面向“一带一路”的技术转
移枢纽。

千项合作项目+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

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启动

科学家、企业家们呼吁——

全球携手共攀科技高峰

6月11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上，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启动。 本版图片由记者谢智强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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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
勇）6月11日，“一带一路”传统医学合作暨中
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会议聚焦前沿科技与传统医学的交叉融合创
新，以成果发布、主题报告、高端对话等形式，
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搭建传统医学交流互
鉴平台，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会上，《中国工程院-东盟工程与科技院

“一带一路”中医药合作联合立场文件》发布，
双方将共同实施“一带一路”中医药科技创新
专项合作计划，共同促进科技创新助力文明传
承；同时依托中医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通
过促进交流互鉴、加强科技创新、强化政策协
同和深化务实合作，为本区域民众的健康福祉
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张伯礼，东盟工程与科技院院士郑建
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印度尼西
亚中医药专家林秋波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士林，新加坡中医药专家丁珊瑚博士等六位专
家院士，分享了关于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中医国际法规落地、海外中医教育发展、中医
体质学、本草基因组学、中医智慧与前沿科技
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思考。

“一带一路”传统医学合作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举行

进一 步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6月11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全体大会上，围绕科技前沿技术、国际
科技合作交流等内容，国内外知名科学家、企业家代表作主题报告。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

希望在中国消灭胃癌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因为发现幽门螺杆

菌及其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的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他表示，中国是胃癌高发国家，希望在中国消灭胃癌。“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巴里·马歇尔现场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
激励全球科学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不断攀登科技高峰。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人类将迎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时代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指出，

在未来十年，人类一定会迎来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我
们需要更高的算力、更高的存储密度、更低的功耗，其解决之路
就是量子计算机。他特别强调，加强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不同行
业的人之间的碰撞乃至国家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

德国史太白技术管理公司总裁贝特姆·劳穆勒

共筑“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共同体
德国史太白技术管理公司总裁贝特姆·劳穆勒在作主题报

告时表示，成渝地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实施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与公司的发展愿景高度契
合。科技创新没有国界，创新者应该有共同的愿景。希望大家
携起手来，共筑“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共同体。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6月11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
流大会主题活动——科技减贫的目标与实践
论坛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

“中国（西南大学）-意大利（特拉莫大学）植物
资源创新利用合作中心”正式启动。

据介绍，此次启动的“中国（西南大学）-意
大利（特拉莫大学）植物资源创新利用合作中
心”，将依托西南大学在茶叶优质种质及加工
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结合意大利特拉莫大学
在咖啡等特色植物资源加工利用方面的独特
优势，致力于推动植物资源全产业链的创新与
发展。

具体而言，双方将聚焦特色植物资源，尤
其是茶和咖啡的种质创制、栽培技术与管理、
加工技术及管理体系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通过人员交流、合作研究等方式，共同探索
植物资源高效利用的新路径，为全球农业与食
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按照规划，中心将分三阶段建设，合作期
间，双方将设立双总部（重庆/特拉莫）实验室，
启动4—8项核心技术攻关，如茶和咖啡可追
溯体系的建立、云南咖啡加工技术升级与新产
品开发、茶叶健康功效成分挖掘与活性物质递
送等，推动教师和学生双向流动，开展专利转
化和企业孵化等，力争在国家级实验室上实现
突破。

据悉，在此之前，西南大学已与多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构建

了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比如，该校生物表界面材料团队联合巴西

坎皮纳斯大学、印度国立卡纳塔克邦技术学院
等机构共建的“金砖国家生物医用材料联合实
验室”，在牙种植体耐药菌感染问题技术攻关
方面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校与匈牙利相关
高校在食品科学领域积极搭建联合科研平台，
推出的“传统青稞酒工业化生产”等成果已在
中匈两国12家企业应用，年产值超1.2亿元。
该校植物保护学院与比利时根特大学、希腊雅

典农业大学等欧洲科研机构建立合作，获批建
立中比作物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联合实验室
等项目，开发的在线农药设计平台为全球
3000余个RNA生物农药研发项目提供了技
术支持，平台累计访问量超20万次。

“此次中国（西南大学）-意大利（特拉莫大
学）植物资源创新利用合作中心的建立，将为
我们搭建中欧农业科技合作新桥梁，推动学校
为科技减贫凝聚更多全球智慧、贡献更多中国
方案。”西南大学校长王进军说。

“中国（西南大学)-意大利（特拉莫大学）植物资源创新利用合作中心”启动

重庆茶叶+意大利咖啡 联手研究“新口味”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