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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助力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新华社伦敦1月13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
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新开发出一款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可以快速识别并分析大量
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相关的数据，从而帮助有关
当局更高效地打击这类非法行为。

据南安普敦大学13日发表的消息，这款软件能
够从大量论坛和网上市场提取有关支付、野生动植
物物种以及位置数据，从而让调查人员快速分析出
可能进行中的相关非法贸易。软件还能分辨出非法
分子经常使用的名称和关键词等重要线索。最终，
所有数据信息能够以图表等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调查
人员面前，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领衔这个项目的该校学者安妮塔·拉沃尔尼亚
说，互联网助推了稀有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很遗
憾当前防范这类非法贸易的资源和培训还比较有
限。“新开发的软件有助于打击这类非法产业，惩治
不法分子。”

2019年度
全市19家新型企业研发机构出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1月14日，市经
信委发布消息称，经各区县经信委推荐、专家评审
和现场审查等流程，重庆创通联达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等19家企业入选2019年度全市新型企业研发
机构名录，将获得市级专项资金补助。

新型企业研发机构是在我市注册设立，以企业
为主体，整合运用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
构，运用其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优势，主要从事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检验检测、科技企业孵化等研
发及相关活动的经营主体。

市经信委表示，此次19家入选企业主要来自
电子、汽车、装备、化工、医药等5类领域。接下来，
入选企业将在我市工业领域推动创新研发、拓展大
数据智能化应用中发挥标杆作用。

中国科学家发明
蓝藻无害化处置新方法

新华社南京1月13日电（记者 王珏玢）记者
13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获悉，
该所陈开宁研究员领导的河湖生态治理与修复团
队新近研发出一种蓝藻无害化处理的新技术。该
技术能有效对湖湾和湖滨湿地内堆积的蓝藻进行
富集、消解和转化，以促进湖泊生态系统实现良性
物质循环。

截至目前，该成果已获得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
发明专利授权，以及国家“十三五”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专家认可。

“新方法具有成本低廉、环境友好、转化周期快
等优势，预计在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方面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科研团队骨干、南京地湖所副研究员古
小治说。

主城区商圈
今年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1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移动重庆公司
获悉，今年内主城区所有商圈都将实现5G网络全
覆盖，与此同时，重庆移动还会挑选部分园区布局
5G网络。

重庆移动高级技术专家周徐介绍，今年内重庆
移动会根据市场反馈和发展，在全市建设基站
12000个以上，以实现主城区所有商圈和区县城区
的连续覆盖。与此同时，重庆移动将进一步涉足车
联网、工业自动化、智慧城市、智慧楼宇等5G业务
应用，并通过试验区验证5G跨行业融合创新应用
成效，助力5G商用化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1 月 13 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第 20 届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重庆赛区选拔赛将于今年4月
25日举行，选拔赛将聚焦垃圾分类、万物互联等
主题。

据悉，本次选拔赛包括5个赛项，分别为：机器
人综合技能比赛（主题为垃圾分类、助力环保）、机
器人创意比赛（主题为协作机器人）、VEX机器人
工程挑战赛（主题为积木成塔）和教育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主题为万物互联）、创客选拔赛（主题为人
机大战）。以上5个赛项分别设小学、初中和高中

三个年龄组。
其中，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将参加第35届重

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报名参赛时间为2月
24日至3月6日。其他竞赛项目报名参赛时间为
4月4日前。

奖项方面，本次选拔赛设学生组一、二、三等
奖，并根据成绩排名分项目和组别推荐参加全国
竞赛活动。学生在选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指导
教师，将被授予“优秀教练员”称号。此外，还将
评选10个“优秀组织奖”，表彰组织工作有成效
的区县。

第20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重庆赛区选拔赛4月举行

聚焦垃圾分类万物互联

本报讯（重庆科技报记者 张婷婷）1月 14
日，2019年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
公室联络员会议在南山植物园举行。市科协及市
委宣传部、市交委、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民政
局等31家成员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9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和中国科协的指导下，按照“政府推动、全
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方针，重庆市全
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纲
要办）各成员单位发挥所长，形成合力，同时加
大政策、组织、投入等保障力度，全市科学素质
普及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科普服务能力不断
增强，科普宣传内容不断丰富，公民科学素质
得到了普遍提升。

会议强调，新时代科普工作责任重大，要提
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水平，巩固全民科普工作
的新格局，健全完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体制机
制。市科协要充分发挥办公室作用，促进各部门
的联合联动，抓活动强品牌，营造全民科普的良
好氛围。深化“一书一赛一测评”工作机制，实现

“以书促学、以学促赛、以赛促评”的目标。着力
夯实实体阵地、流动阵地和网络阵地，协同发展，
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科普阵地体系，促进科普资
源均衡发展。分类指导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
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四大人群，有针对性地开
展科普活动和各类培训，因人因地施策，带动公
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纲要办各成员单位要开
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理念，丰富科普手段，结合
防灾减灾日、世界气象日等节点开展科普活动，
创新活动形式，强化媒体宣传，在全市范围内营
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力争
2020年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
的目标。

会上，市科协科普部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2019 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
查主要结果，全面总结了全市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情况，并安排部署了2020
年全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工作。与会人员
就进一步做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进行讨论，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9年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联络员会议召开

构建全民科普工作新格局

1月10日，云阳县栖霞镇栖霞小学，孩子们正在上少年宫开展的科学课。
据介绍，2011年至今，该县已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40所，大力开展推进“体育、艺术、科技2+2项目”，

让每位学生掌握2项体育运动技能、1-2项艺术技能和1项科技活动技能。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