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启动中小企业
数字化赋能服务案例征集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近日，工信部发布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启动征集疫情防
控期间，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中小企业，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服务产品和对接活动等，
我市合规企业在4月15日前可向市经信委申报。

此次征集面向中小企业需求的服务产品，包括
软件产品、数字化设备、智能装备、工业APP等，征
集的典型案例包括远程办公、供应链管理、业务远
程协同等经营管理类，在线协同设计、程序开发、建
模仿真等研发设计类，智能制造系统及解决方案、
协同制造平台等生产制造类，以及供应链对接、业
务流程线上化等多个类别。

据悉，入选企业项目将得到国家相关扶持并推
广应用。

长安汽车L4级自动驾驶运营项目启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日前，总投资10
亿元的长安汽车L4级自动驾驶运营项目启动，该
项目计划未来3年完成。

本次启动的 L4 级自动驾驶项目基于长安
CS55EV开发，将大幅提升感知范围和精度、计算
平台的运算能力、决策规划控制的性能，优化单车
智能与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系统，实现“电动化”“智
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四化”融合。

据悉，在5G技术支持下，长安自动驾驶车辆在
感知范围和精度、计算平台运算能力、决策规范控
制性能等方面均实现大幅提升。

2020年4月9日 星期四
主编：周芹编辑：王晓军美编：郑典

投稿邮箱：3341698@qq.com科技新闻 要闻02

2020年度全市独立法人
新型企业研发机构启动申报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我市启动
2020年度全市独立法人新型企业研发机构申报，
合规单位可在5月20日前进行申报，入选后将给予
奖励补助。

全市独立法人新型企业研发机构是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相结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企业
化运作的法人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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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据悉，申报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须由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自然人股东等投资主
体联合共建；具有的研发设备价值不低于100万元；
具有研发人员10人以上；以从事技术开发、成果转
化、检验检测、科技企业孵化等研发活动为主营业务，
能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成果转化能力突出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由中国科
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带领病理诊断与
研究团队，完成3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建立
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理数据最齐
全的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团队相关研究成果
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

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发病毒病。
截至4月5日6时，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冠肺
炎患者，在全球累计确诊109万余例，累计死亡5.8
万余例。而此前人们对新冠肺炎的病理变化特点、
病毒在体内的分布规律以及发病机制等一系列重
大医学问题知之甚少。

“病理即疾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原理。”卞修武
介绍，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结果，对于
认识新冠肺炎的病理改变和本质、揭示发生机制和
发展规律、完善临床诊治方案等都有重大帮助，并
能从根本上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和致死原因，为临
床救治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据了解，卞修武组建和带领的病理团队由陆军
军医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部战区总医院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员组成。前期，团队与
相关单位合作，通过集成创新，依托火神山医院建

立了国内首个先进的负压过滤式生物安全尸检方
舱，并获得国家批准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该团
队已完成3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包括系统
解剖27例、微创尸检12例），是目前已知的全世界
完成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数量最多的团队。

基于初步获得的脏器病变和体内病毒分布观测
结果，结合同济医学院、武汉协和医院团队的尸检结
果，作为国家卫健委病理专家组组长的卞修武牵头
制定了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研究内容，并被全文
纳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病理学的空白。

“通过遗体病理解剖，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了
新冠肺炎病理特点、发生发展规律，初步揭示出病
毒感染的主要部位（靶器官、靶细胞）以及病毒在体
内可能的播散途径。这些结果已经应用到临床救
治和疫情防控之中，推进了诊疗方案的进一步完
善。”卞修武表示，遗体病理解剖是全面揭开新冠肺
炎“真面目”最直接的手段，实现“最后诊断”的唯一
途径。目前，团队阶段性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展示了
这一全新疾病的病理资料和研究方向，下一步将持
续攻关，为疫情防控和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提供
病理支撑。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4月7日，记
者从市科协获悉，以“垃圾分类 应知应会”为主题
的2020重庆市民网络科普竞答活动第二期已拉开
序幕。4月28日前，市民关注“科普重庆”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科普竞答”—“垃圾分类 应知
应会”即可参与有奖竞答。

本期竞答活动由重庆市科协主办，课堂内外杂
志社承办，旨在进一步强化市民卫生健康意识，将
科学防疫意识、垃圾分类知识、良好卫生习惯融入
市民日常生活，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环境。

据悉，本期竞答活动除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外，
还有包括来源于学习强国、科普中国、健康中国等

权威平台的环保卫生知识。
此外，市科协、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

公室主编的《公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健康真相
知多少》《高新科技知多少》《应急避险知多少》等系
列科普素质读本中的重点内容也将在题目中出现。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特别增加
30个“科学之星”名额，积分排名前50名的参与者
将获得“科学之星”证书和精美礼品。

据了解，2020重庆市民网络科普竞答活动紧
紧围绕“科学让生活更美好”年度主题，全年将组织
开展6期。下一步，还将推出“防灾减灾 危险躲
开”“拥抱5G 智慧生活”等分主题。

中科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带领团队

建立全世界首个
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2020重庆市民
网络科普竞答活动第二期启动

日前，梁平区碧山镇川主村四组，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在平整好的田块上进行水稻播种。这种无人机
每小时可以播种50余亩稻田，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

据了解，梁平区在2019年试验成功播种800亩的基础上，今年推广到3000多亩水稻实施无人机播种，
并为长寿、垫江等地提供无人机播种水稻社会化服务。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

（上接01版）
除了打造金融科技产业聚集区外，《意见》还明确

提出：打造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区，促进经济金融质量
变革；打造金融科技监管先行区，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管
理水平;打造金融科技标准示范区，建设金融科技标准
领军城市;建设基础数据和认证中心，夯实金融科技发
展支撑体系;推进金融科技开放与合作，助力“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发展;建设人才培养合作交流高地，激发
金融科技创新活力。

其中提出，创建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在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框架下，探索由中新双
方共同推动创建政策先行先试、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合
作示范区。同时，推动中新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开展广
泛合作，为金融科技国际合作探索经验；积极争取国家
金融科技先行先试政策，承接金融科技领域开放试点任
务。以两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大力引进国际国内金融
科技项目，集聚一批金融科技研发、应用、服务企业和机
构，打造我市金融科技的实体展示区。

推进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