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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获悉，国内续航时间最长氢动力无人机“青鸥30”近日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完成首飞。该无人机采用国内首创的撞击
换气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可大幅度提升系统运行效率，同时抗
风能力达到6级，可应用于长时间侦查、线路巡检、航测、物流
运输及火灾预警等场景。

据介绍，“青鸥30”氢动力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可达30
公斤，翼展达4米，最快飞行巡航速度为25米/秒，续航里程
可达800公里，续航时间达9小时。同时，该无人机配备了4
台垂直推进电机以及1台水平推进电机，采用垂直起降方式，
降低了无人机对于作业场地的要求，扩宽了无人机的使用范
围。

“青鸥30”氢动力无人机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
氢动力及低碳能源研究中心独立研发，该中心负责人秦江介
绍，作为氢能应用的一种主要形式，氢燃料电池在能量密度方
面远高于传统锂电池，可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提升至同等功
率等级锂电池无人机的3倍以上。目前，该中心还同步开展
了无人机地面联调、空地链路搭建、远程指挥控制等测试项
目，以进一步拓展无人机作业应用场景。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改造农村户
厕、建设农村公厕、创建美丽宜居乡村被列入
去年我市36件市级层面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这
些民生实事已超额完成2021年年度计划。

为让农村厕所从“将就用”变为“讲究
用”，去年，市委市政府将农村改厕列入重点
民生项目清单，计划改造农村户厕5万户。

市农业农村委人居环境和社会事业保障处处
长刘明介绍，去年全市改造农村户厕7.2万
户，完成年度计划143%。我市能够超额完
成年度计划，一方面在于村（社区）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引领，另一方面，村社干部还组建群
众宣讲队，普及农村改厕的益处。数据显示，

2018年以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114.1万户。

“新建农村公厕是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
板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文明的重要标志。”
刘明介绍，去年，我市在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
农村公厕的改扩建，新建农村公厕250座，超

额完成2021年度计划50座。截至目前，全
市已累计建成3327座农村公厕。

与此同时，2021年全市共创建美丽宜居
乡村232个，超额完成年度计划200个，有力
地助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
宜居转变。

重庆大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去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改造7.2万户农村户厕 创建232个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月19日，市
政府正式发布《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
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重庆到2025年，区域协同创新
体系基本建成，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体系和核
心功能初步形成，西部（重庆）科学城影响力逐
步显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
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
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到2035
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整
体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科技创新第一方阵。

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
发展指标
“未来5年至15年，是重庆以科技创新

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
造高品质生活目标的关键时期。”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科学编制和高效实施《规划》，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对我市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规划》编制工作自2019年部署
启动，历时近两年，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以建成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以支撑引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为动力，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力
打造战略科技高地，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着力培育优势创新力量，着力激发人
才创新活力，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着力提升区
域协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构建创新驱
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奋力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共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发展
指标，其中包括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2.6%，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5%、高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达到32%等，全部指标均达到或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金凤片区建设成渝综
合性科学中心

在《规划》明确的13项重要任务中，打造
战略科技高地被放在首位，旨在培育加速科
技创新的主引擎，形成一城引领、多园支撑、
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创新格局。

根据《规划》，我市将在金凤片区100平
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力量建设成渝综合性科
学中心，重点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区、
科研机构集聚区、科教创新区等功能区。与
此同时，强化成渝创新合作，与四川天府新区
在共同争取重大创新平台、联合承担国家重
大科技任务、共同发起大科学计划、推动科学
仪器设备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将紧扣

“五个科学”和“五个科技”，构建一区引领、五
区联动、高校协同、院所参与的工作机制，强
化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的联动协调、向心集
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沙坪坝、九龙坡、北
碚、江津、璧山错位发展与协调融合，促进科
学城与大学城融合发展，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参与科学城建设，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者
的城”。

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将彰显“科
创+产业”内涵，强化产业、人才、生活、生态

“四个协同”，瞄准新兴产业设立开放式、国际
化高端研发机构，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
态系统，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创新要
素集聚高地、大学大院大所协同创新合作高
地、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重要策源地、新兴产
业重要策源地。 （下转3版）

国内续航时间最长
氢动力无人机在渝首飞
可用于长时间侦查、巡检、运输等场景

“青鸥30”氢动力无人机。 （两江协同创新区供图）

▲1月18日，南川区市民广场绿化树上挂满
红灯笼，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1月21日，南岸区南滨路，迎春灯饰点亮两江夜景，市民漫步街头欣赏美丽的灯饰。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1月20日，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游客正
在欣赏迎春灯饰。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发布
到2025年，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整体创新

水平进入全国科技创新第一方阵

●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
●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体系和核心功能初步形成
●西部（重庆）科学城影响力逐步显现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未来 5 年至 15 年，是重庆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
品质生活目标的关键时期

到到20252025年年

到到20352035年年
●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部（重庆）科学城
●源头创新、产业生成、科技服务、创新生态等引领功能显著增强
●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以上
●整体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科技创新第一方阵
●科技实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
●成为推动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引擎

资
料
来
源
：
市
科
技
局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金融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川渝两地又有了新动作。重庆日报记者1月20日从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日前，川渝两地人民银行、外汇
管理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川渝毗邻地区跨省域示
范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围绕6大
领域做好22项任务。

《指导意见》要求，川渝两地相关各级人民银行、外汇管理
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要立足6大领域、做好22个方面金融服务
工作，包括协同发展金融服务、加强重点领域金融赋能、强化
多维度融资支持、优化跨境人民币服务、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创
新、提高基础金融服务水平等。

《指导意见》还明确，将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力
度，推动央行资金精准直达，加强对金融资源投向的结构引
导；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联动，探索推出先行先试举
措，更好发挥财政资源对金融资源投入的撬动作用；建立完善
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各金融机构要持续优化内
部政策安排，做好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金融服务，不断提高
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指导意
见》聚焦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等十大
川渝毗邻地区跨省域示范区发展的金融需求，旨在进一步
健全金融服务川渝毗邻地区跨省域示范区发展的体制机
制，为川渝毗邻地区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川渝金融合作又有新动作
金融支持毗邻地区跨省域示范区

发展，6大领域22项任务“清单”出炉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公安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
村振兴局、全国总工会、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单位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2022年春节期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的通知》，
对春节期间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作出四方面部署安排。

一是做好出行服务。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引导返乡返岗农
民工错峰出行，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求，适时对集中出行农民
工组织开展“点对点”专车、专列运输服务。

二是做好就业服务。通知提出，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稳岗

留工，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重
点加强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帮助农民工提升技能水平。

三是维护好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通知强调各地指导用
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落实好就地过节农民工休息休假等合
法权益，扎实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四是加强关心关爱。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送温暖”活动，做好农民工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等健康服务，
加强对困难农民工的兜底保障，让农民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八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从出行、就业、维护劳动保障权益、关心关爱等四方面，

对春节期间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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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挂起来，五彩灯光亮起来——随着春节的临近，重庆各地张灯结彩扮靓

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迎接虎年新春的到来。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推动工业设计赋能经济高质
量发展，重庆在行动。1月19日，市政府办公厅出台《重庆
市创建“设计之都”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
出到2025年成功创建“设计之都”，设计服务收入突破100
亿元。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重庆计划建成5家以上市
级工业设计研究院，择优培育1家有特色方向的国家工业设
计研究院，建成15家以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50家以
上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重
庆计划建成设计公园、工业设计产业城、工业设计总部基
地等多个本地化设计园区，聚集工业设计相关机构和企业
500家以上。

《行动方案》提出五项重点任务，包括壮大市场主体、引
育专业人才、塑造设计品牌、培育载体平台和构建设计生
态。为此，重庆将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引导工业设计集聚发
展，形成以悦来片区为核心承载地，沙坪坝、渝中、巴南等多
个区县为支撑的“1＋N”产业协同发展布局；重点支持重庆
设计公园、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重庆工业设计总部基地等
集聚区项目。

重庆启动创建“设计之都”
到2025年设计服务收入破1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