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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科协携手开展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
文/图 本报记者 李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川渝科协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加强川渝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合作，以实际行
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9月23日，2020
年全国科普日川渝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启动仪式在
重庆市合川区高阳小学举行，四川省科协相关领导
宣布2020年全国科普日川渝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
正式启动。

近年来，川渝科协强化优质科普资源供给，开发
了一批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启动仪式上，重
庆市科协、四川省科协为高阳小学的学生代表赠送了
《科幻世界》《“科普重庆”新时代市民科学素质读本》
等科普书籍。

当天，4辆由川渝科协共同组建的科普大篷车
队来到了重庆市合川区高阳小学。同学们在“一笔
画”“小球的足迹”“磁力转盘”“无形的力”等展具前
面排成长龙，体验科学的魅力。老师们耐心讲解展
具上面的“想一想”板块，解释科技原理，宣传科普
知识。24日，川渝科普大篷车满载着科技展品离开
合川，开进了位于四川省资阳市的安岳县岳阳镇东
方红小学，为学生送去了一场科技体验活动。此次
川渝大篷车联合行动通过寓教于乐的科普教育方
式，为学生们搭起了一座通往科学殿堂的桥梁，为
川渝两地的广大群众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讲科
学、用科学的浓厚科普氛围。

下一步，川渝科协将加大科普资源开发利用，联
合开展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巡展。在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科技小院、农村乡村人才创新创

业大赛等方面加强交流，共建川渝两地科技传播专家
资源库，探索两地青少年科学科技创新教育合作机
制，依托“天府科技云服务”平台和“科普重庆”的科普
资源，构建一体化的智慧科普平台，建立多渠道生产
和传播手段，实现“智慧科普、精准科普、直达科普”。

本报讯（通讯员 赵武强 罗永超）近日，在铜梁区
大庙镇三品村茁源现代蚕业实验车间，机器人正在给
小蚕自动投料。

“这个占地800平方米的车间，由于采用了智能化
大数据高新科技，只需要两名技术员管理，就能养上千
张蚕纸，并且质量能得到有效保证。”区蚕业专家、科技
特派员刘晓渝说。

近年来，铜梁区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工作中，
深入贯彻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这些科技特派员既有
来自市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也有铜
梁本地的农牧果渔高科技人才，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和
农民实际需要，被派往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基
地、市级贫困村，通过提供科技“金点子”和技术帮扶，
为乡村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铜梁区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工作中，出台了《龙乡
人才政策十条》《农业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激励政
策》，引导科技特派员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带团队
深入开展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以科技特
派员、龙头企业、专家大院、星创天地“四轮驱动”的农
业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推动科技特派员从单兵作战向
跨区服务、组团服务转变，为乡村振兴赋能。

“科技特派员有一技之长，熟悉国际国内市场科技
动态，他们对服务单位的产业升级、新产品研发、新技
术推广、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方
面驾轻就熟，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区科技
局负责人说。

铜梁还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优势，助力铜
梁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建设，重点服务西郊绿道环
线34个产业基地、134个经营主体，培育出了铜梁葛
粉、铜梁龙柚、原乡小艾等特色农产品品牌，这些特
色农产品现已纳入重庆扶贫产业目录，形成了强劲
的市场优势。

地处铜梁最偏远的安溪镇谭洪村是铜梁南部地区
最偏远的山区村。该村在市茶研所专家、科技特派员
盛忠雷、刘素强的指导下，开发出近10个新产品，龙毓
秀芽今年获得第十三届“三峡杯”名茶金奖。

据了解，仅今年以来，铜梁区选派15名市级科技特
派员和28名区级科技特派员到基层，科技特派员团队
带动科技成果转化11项，引进名特新优品种4个，培育
创业创新团队两个，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19个。

铜梁区科技特派员制度
为乡村振兴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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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
启动仪式现场。

▶学生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
优秀论文征稿启事

为促进川渝两地学术交流，打造学术活动品
牌，推动川渝地区学术水平提升，2020年重庆市科
学技术协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将共同举办首
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大会将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现就优秀论文征稿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申报要求

1.凡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在
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的自然科学类论文均可参
评。工作总结、国内外科技动态介绍、统计资料、一
般性试验报告、调查报告等，不可申报。

2.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需为在渝工作
的科技工作者，或者在渝学习的本科生、研究生。

3. 同一篇论文只能由一位申报人申报；每
位申报人只能申报一项成果；每项成果只能通
过一个推荐单位或推荐人申报，不得多渠道重
复申报。

4.参评学术论文的申报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
留好备份。

5. 凡被市级以上部门奖励的论文不得再次
申报。

二、申报程序

1.申报人向所在地科协、所属的市级学会（协
会、研究会、联合会）、企事业科协提出申报，或由在
渝两院院士、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推荐，并向市科
协提交书面申报材料推荐，市科协不接受个人的直
接申报。

2.各推荐单位和个人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
审。初审单位和个人要对所推荐的优秀论文负责，
严格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3.各区县（自治县）科协、市级学会（协会、研究
会、联合会）、企事业科协统一向市科协学会学术部
报送申报材料，加盖推荐单位公章，每个单位最多
申报10项。个人推荐原则1项。

三、申报材料

1.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优秀论文申报表。
2.每篇论文发表刊物的原件或全文复印件。
3.正规查新机构出具的引证检索报告，内容需

包括每篇论文的被检索收录、被引用次数等。
4.其他需要证明的材料。
5.所有材料用A4纸打印一式三份，装入一个

文件袋内上报，并另打印“申报表”首页粘贴于文件
袋外。

四、评审和颁奖

1.大会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由重庆市科协学术
专委会组成专家组，按照理、工、农、医、交叉学科对
申报的优秀论文进行评审，评选出大会优秀论文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2.评选出的大会优秀论文将由重庆市科协和
四川省科协共同颁发“川渝科技学术大会优秀论
文”证书，部分获奖论文推荐至首届川渝科技学术
大会进行学术交流。

3.大会优秀论文将编辑印刷成《川渝科技学
术大会优秀论文集》，并上传“巴蜀科技云”平台

“川渝科技学术大会”专栏，供川渝广大科技工作
者共享。

五、其他事项

1.申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逾期不
予受理。

2.联系方式：重庆市科协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
文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杨琼
联系电话：023-63004892（传真）
电子邮箱：464089930@qq.com
通信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黄花园双钢路3号科

协大厦裙楼235室学会学术部，4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