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曜

5月29日，“时代的奋斗者——
2021年重庆市最美应急人”发布
仪式上，一段视频让现场观众屏住
了呼吸。

画面回溯到2020年 6月 22
日11：00，重庆市预警信息发布中
心（以下简称预警中心）响起一阵
急促的示警声。预警中心发布科
工作人员龙治平接到了市水文监
测总站发来的洪水红色预警。

“这是市水文监测总站建站以
来的首次红色预警，一定是罕见的
特大洪水，同事们都有些紧张。”预
警中心主任周浩临危不乱，要求全
体员工24小时坚守岗位，做好预
警发布和响应监控工作。

“预警中心是防汛抗洪第一道
防线，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半个小
时内完成相关任务。”周浩下达了
命令。半个小时内，预警中心需要
核实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做出风险
研判，划定受灾区域，然后通知涉

灾部门和区县召开视频会……
“半个小时内，我们有条不紊

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龙治平表示，
除了有工作人员的群策群力，也有
预警中心“黑科技”的一份功劳。

“御天—智慧防灾”系统基于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将全市16000
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信息与四重
网格人员信息、雨量观测站信息进
行关联匹配，可以快速准确研判受
灾的风险与范围。

下午1点，预警中心正式向綦
江防汛相关人员发送洪水红色预
警，15分钟后又向綦江流域的6
万余群众发送洪水红色预警短信。

据悉，2020年汛期，预警中心
提供了12次区域暴雨天气和8次
过境洪水预警服务。除确保各类
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发布、快速有效
响应，预警中心还加强部门联动，
组织市、区县部门自然灾害临灾会
商17次。在长江5号洪水过境期
间，预警中心向指定区域的702万
移动手机用户发送区域预警短信
1313.8万条，为未伤亡一人、未溃
一堤、未垮一坝提供了有力支撑。

打造防汛抗洪第一道防线——

重庆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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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福杯”2021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现在说起全民健身，可能没有谁还会觉得

陌生。因为，健身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内容，它可以是健身房里的大汗淋漓，也可以
是广场上的悠闲舞动。健身无处不在，只要你
动起来。

4月1日，“明品福杯”2021重庆市全民健

身摄影比赛启动，自活动启动以来得到广大市
民的积极响应。我们的征集活动也将持续到
10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投稿邮箱：
qmjssybs@163.com 联系电话：67527800。

重庆明品福集团投资建设的中国西部
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主要提供农产品冷

冻、冷藏、保鲜、恒温、速冻、交易、加工、配
送等完善的冷链物流服务，现已形成集货
物集散、公共仓储、加工分拣、食品分拨、城
市配送、多式联运、货物中转、信息服务、物
流供应链金融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冷链物流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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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关键在于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5月30日，正值
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021智能
硬件春季科创训练营重庆站在两江协
同创新区明月湖科创基地顺利结营，
来自重庆、东莞松山湖、宁波、常州、香
港五地的107名学员，通过“屏对屏”

“线连线”的方式完成了项目的现场答
辩和功能样机展示。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李洁表示，两江新区正加快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
区，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坚定不
移走科创+产业道路，探索构建明月湖科
创体系，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创造，让两
江新区真正成为年轻人“敢于有梦、勇于
追梦、勤于圆梦”的“三梦圣地”。下一
步，两江新区将继续为创新主体及创新、
创业团队提供最优质、最高效、最便捷、

最全面的服务，让科创训练营活动成为
全球青年人创业打卡的首选地。

据了解，本次训练营共吸引了来
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的70余名学生
报名，经过五周的训练，共形成婴儿持
续测温仪、智能清洗冲奶机、康宠猫砂
盆、森海养护梳4款智能硬件产品。

“我心中一直有个创业的梦，想趁着
年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毕业于湘潭
大学的程川，此前在深圳一家知名高科
技公司工作，在得知两江协同创新区明
月湖科创基地举办此次春季训练营的消
息后，就和同事一起辞职过来创业。

“最大的收获就是创业应该以用

户需求为中心，先寻找用户痛点，再提
出解决方案，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技术
去寻找目标市场。”程川介绍，他和小
伙伴们一起研发出了一款婴儿智能测
温产品，聚焦家长担心宝宝夜间体温
升高产生焦虑、夜间频繁给宝宝测温
导致疲惫的痛点，采用非接触式持续
测温，一旦宝宝体温超过阈值，手机
APP就会自动报警，同时推送不同发
热情况的解决方案。

训练营开发的另一款母婴产品是
智能冲洗冲奶机，一键式解决家长频
繁冲奶、清洗、消毒等重复性工作，尤
其是夜间喂奶的痛点。

康宠猫砂盆是一款猫咪健康监测

产品，让“铲屎官”不用再为了不了解
猫咪健康状况而烦恼。

森海养护梳着力解决上班族因头
皮健康问题而产生的社交尴尬，并对
头皮进行养护监测。

据悉，为了加快构建全链条全要
素创新生态系统，两江新区探索构建
由“青少年科创教育—高校新工科教
育—国际科创学院—国际科创基地—
科创基金”等关键链条组成的明月湖
科创体系，以“年轻人+新产品+核心技
术”的模式为方向，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明月湖科创体系主要围绕满足人
们对高品质生活追求的智能产品，以

催生市场竞争力强的创新创业型企业
为目标，共同构建两江协同创新区政
产学研资用深度融合的“科创+产业”
科技创新生态，助推产业、人才、生活、
生态“4个协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
才，为两江新区打造智慧之城、高标准
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助力成渝地区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注入强大动力。

明月湖科创基地是由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李泽湘和两江新区共同打造的智能
C端科创孵化平台。基地将紧扣两江新
区“科创+产业”发展道路，依托两江协同
创新区引进的大学大院大所优质的科研
资源，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打造国内

顶尖的学院派创新创业平台。
科创基地所在的两江协同创新区

正在紧紧围绕“生态＋科技”内涵，促
进科技、人文、生态相互交融，为创新
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自去年10月正式
投入运营以来，基地已陆续入驻多个
初创团队。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此次训
练营的4款产品落地孵化，在协同创新
区培育高成长性的优质科技企业。同
时，我们将对训练营科创体系持续进
行迭代优化，助力协同创新区创新创
业创造氛围营造，力争将基地建成为
全球青年人才创业打卡首选营地，以
国际顶尖硬科技创业孵化平台助力两
江新区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创新生态系
统。”明月湖国际智能产业科创基地相
关负责人介绍。

赵鹏 田飞

全国五城联动 构建创新生态

2021明月湖智能硬件春季科创营结营

重报时论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5 月 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农业科技创新大
会上获悉，“十四五”时期，全市农业农村
系统将在五个方面着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我市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这五个方面分别是：首先，要聚焦基
础前沿重点、关键核心技术卡点、产业发
展难点，推动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其中，
将突出抓好种业创新，重点围绕主要粮油
作物、重要畜禽水产动物、高端设施蔬菜、
特色水果、茶叶、中药材、食用菌等，加强
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培育突破性、源头
性新品种，并分产业分品类建立主推品种
名录和核心专家信息库。此外，将从种植
业、畜禽养殖、渔业养殖等方面，分类抓好
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绿色健康养殖技术等
技术研发。

第二，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实行技
术供给和产业需求清单化管理，建立农产
品加工科技创新全国优势单位、丘陵山区
农机装备研发全国优势单位名录，推动技
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其次，加
快完善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深化院
地(企)合作、校地(企)合作，大力支持14个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围绕全产业
链开展品种更新、轻简栽培、精深加工等
新技术集成推广。每年集成示范重大产
业技术50项、实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
广项目10个左右，未来5年打造科技引
领乡村振兴示范村镇30个。

第三，统筹谋划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推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市级层面重
点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长江上游
种质创制科学装置、山地农业科技创新基

地、西部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心等创
新平台。区县层面通过引进院士专家、高
校、科研院所，加快建设三峡山地特色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忠县柑橘产业国际
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单位层面在优化
提升现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
谋划新建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推动设立市农科院土壤研究
所，建设一批产业联盟，夯实农业基础前
沿创新平合。

第四，将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的重要载体，支撑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紧紧围绕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建设、“一区两群”协同创新，以及全市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突出现代种业
提升、土壤改良、农机研发、农产品加工、
农业投入品减量替代、“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技术路线
探索应用等，细化研究并落地实施一批重
点科技项目。紧紧围绕农业开放合作，瞄
准国内外先进水平，引进一批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并积极引导、支持农业企业谋划
实施产业创新项目。

第五，将人作为关键因素，加快建设
农业科技创新人オ队伍。依托考核招聘、
公开选聘、英才大会等引才通道，采用智
力兼职、项目合作等方式，引进一批院士
专家，集聚高层次人才；依托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培养科技创
新人才；实施万名农技人员素质提升、万
名科技示范主体培育行动，培养科技示范
主体；出台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工作实施
方案，大力培养并每年评选认定一批农村
致富带头人。

“十四五”时期重庆农业农村系统将在五个方面着力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本报记者 陈波

端午节小长假即将到来，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
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组成五个暗访
组，于5月26日至28日开展“文明在行
动·满意在重庆”迎接端午专项暗访。从
暗访情况来看，各大商圈、景区景点围绕
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文明引导等方面采取
了有力措施，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全
市旅游热度和文明氛围同步提升。

交通枢纽：安全便捷又省心

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是游客
来渝第一站，影响着旅游的直观体验。

在江北国际机场内，工作人员戴着口
罩，逐一检查旅客疫情防控健康码、提醒
旅客戴好口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公交枢纽站，
现场秩序井然，旅客们都按照工作人员引
导有序出站，接受体温检测，无一遗漏。

在大渡口轻轨站，相关疫情检测设施
齐全，设有发热旅客临时隔离点，备有应
急药箱。

各个交通枢纽内活跃着许多志愿者，
不停地引导着旅客快捷安全地寻找各自
的车次，热情地回答他们的各种问询。保
洁服务人员认真清扫垃圾，确保随时随地
保持整洁。

景区：节日气氛浓厚

千里来渝为风景。面对可能出现的
旅游高峰，重庆的各大景点、景区、商圈
等，也都做好了迎接八方游客的准备。

记者在洪崖洞、长江索道等景区发
现，尽管离端午节还有段时间，但浓厚的
节日氛围已经显现，志愿者的身影也比平
时多了很多。

洪崖洞景区内，随处可见文明旅游公
益广告，提醒游客遵守景区秩序、爱护公
共设施。长江索道、李子坝轨道站等景区
及周边区域加大了环卫保洁力度，环境卫
生总体较好。

跟随暗访组，记者发现垃圾分类工作
均得到了较好落实，各处都已经换成了分
类垃圾桶，加大了垃圾分类的硬件建设力
度。

餐饮：“吃得文明”落到“食”处

重庆美食一直是吸引外地游客的一
张靓丽名片，为了让来渝游客吃得放心、
吃得安心，我市在各大餐饮店大力开展

“吃得文明”主题活动。
在九龙坡区，暗访组在很多餐饮门店

内，看到了“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管住
嘴、拒野味”“使公筷、用公勺”“不浪费、吃
光盘”等宣传，真正将吃得文明也落到了

“食”处。
在大渡口九宫庙商圈，许多餐饮店将

疫情防控相关举措明文张贴在入口醒目
处，提醒食客随时注意疫情防控。

在南滨路，“吃得文明，从我做起”“文

明是空气中的氧气”等标语较多，形成了
比较浓厚的文明氛围。

重庆之美：不仅在景色更在文明

暗访中记者发现，公益广告高密度高
频次投放已成常态——随处可见户外广
告牌、LED屏、标语、车载电视等多种媒
介，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旅
游等。

在洪崖洞、弹子石老街、红岩魂广场
等地，记者看到着装统一、神采奕奕的文
明旅游志愿者正热情地为游客提供咨询、
指路等志愿服务，“有困难找志愿者”的标
语、海报增添了温馨的氛围。

在车站、景点等地的售票窗口和服务
窗口，记者看到服务人员均做到了礼貌用
语和微笑服务，能热情地回答游客咨询。

记者还发现，在机场、火车站、公交枢
纽站、轨道站、商圈等地的周边，出租车、
网约车都在指定地点有序候客，公交站台
乘客也排队上下车，秩序良好。

即使在暗访到的背街小巷，车辆也停
放有序，地上很少有垃圾，基础设施完好，
展现了重庆靓丽的文明底色。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

重庆开展迎接端午专项暗访

□徐小俊

“农业是高科技行业，科技
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
路。”5月26日召开的全市农业
科技创新大会，明确提出以科
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是高科技行业”的论
断，与人们的常规认识迥异。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本身受复
杂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特点，
以及我国传统农业生产规模
小、农民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农
业产业化程度较低等现实，使
得农业常被看成弱质性产业，
人们总是简单地把农业等同于

“种地”。而事实上，农业涉及
生命科学、遗传学、基因工程等
多个学科，是真正需要高科技
投入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农
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
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随着当前我国社会经
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加快
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传统农业
全面转型为现代农业势在必
行，而现代农业急需要高科技
支撑。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已达60.7%，高科技的应用
推动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自动化、无人机、物联网等高科
技加快进入田间，为农业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但我们也要看
到，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如荷兰的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高达 97%，德国、美国均
超过了 90%。发达国家农业全

程机械作业，规模化、信息化、
智能化程度远远高于我国，科
技支撑在替代低效劳动力和提
高生产效率方面作用明显。

要加强农业科技对现代农
业支撑的力度，首先要“摸清家
底”。以我市为例，当前农业科
技发展就存在不少短板。如自
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能力不
足，在生物育种、新型农业投入
品、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发展、
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等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急需攻关；大型农机
具、大型精密仪器设备、高端种
质资源、前沿技术等方面对外
依存度高；农业科技资源有效
配置尚待进一步提高；农业科
技经费投入不足，主要依靠政
府，难以通过市场和商业模式
有效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不完善，成果转化率不高；农业
科技推广总体效率偏低，产业
支撑能力偏弱；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不足等。这些农业
科技的短板，制约着当前和未
来我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是基础产业和稳定社
会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复
杂多变的农业国际贸易争端、
重大农业动植物疫情频发、全
球新冠疫情肆虐等背景下，农
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
之重。相关政府部门要高度重
视农业科技短板，坚持问题和需
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加强“政产学研企”的
联合攻关，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和抓手，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人才
队伍，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是高科技行业”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何春阳

“喂，119吗？我是危险化学品车押
运员，我车运输的18吨甲醇在合潼安高
速潼南至安岳方向匝道行驶过程中被滚
石砸中车辆尾部，发生燃烧，请求救援！”

5月29日10点30分，重庆市119指
挥中心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

一场和时间赛跑的应急救援就此拉
开帷幕。

考虑到甲醇属易燃、易爆危险化学
品，现场指挥部决定采取无人化加转运方
案进行处置，一系列措施迅速有序铺开。

“嘣……”伴随着爆炸声和黑色浓烟，爆
炸飞溅物引燃了公路右侧的杂草树林，火势
开始蔓延，地面救援队员扑救更加困难。

“所有救援人员立即后撤到安全区
域！”现场指挥长果断下达撤离命令，并立
即将情况报告市应急局，通知周边乡镇、
区综合救援队、区民兵应急分队前来增
援。

随着各路增援力量陆续到达，救援现
场更加扣人心弦——

直升机轰鸣而来，不仅完成了火场侦
察，还现场空降一名指挥官；卡32直升机
一次性洒水5吨，形成长约100米、宽约
10米的水带，对火头进行压制；地面队伍
在飞机飞离后迅速跟进扑救；3台灭火无
人机对悬崖火点、烟点进行精准灭火……

半个多小时后，山火被彻底扑灭，现
场火势得到全面控制。危险罐车也得到
安全处置，车内残留的危险化学品被转到
另一辆危化品运输车内。

现场危机化解，记者紧张的心也终于

释然。而这一切，实际上都只是重庆
2021年应急综合演练而已。

据了解，本次综合应急演练除在主会
场潼南区合安高速潼南互通开展实战演
练外，还设有3个分会场，覆盖了抗旱、森

林灭火、防汛、山洪、危化救援等多个应急
演练科目。演练中不仅出动了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安全生产和灾害救援专
业救援队伍，还出动了医疗、电力、通信等
专业保障队伍以及民兵应急力量等。

“危险化学品车发生燃烧，请求救援！”
——重庆2021年应急综合演练现场直击

最 美 应 急 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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