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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帆）今年，渝北区木耳镇
金刚村四社村民一共领到 19800 元的分红，这是
他们加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一年后的第一
次分红。

据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渝北区试
点探索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
体”的融合发展，成立村级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整合全区7.9万亩土地，15847户农户变成了股
东，实施“双十万工程”，带动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生态增值。

渝北区创新成立的合作社，下设生产合作部、供
销合作部和资金互助部，通过“一社”统“三部”，在村
一级实现生产、流通、信用三大功能有机融合。其
中，生产合作部聚焦产业发展，统一调度土地资
源，主导合作社产业规划、生产经营、技术服务、劳
务管理；供销服务部聚焦流通领域，统筹农资供
应、农产品销售，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综合服务；
资金互助部聚焦信用合作，管理运营合作社各类资
金，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这不仅整合了土地资
源，降低“供”的成本、畅通“销”的渠道，还破解了融
资贵、贷款难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慈辉辉 记者 何军林）日前，在
荣昌区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上，10名两院
院士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畜牧产业”主题，交流前沿学
术、分享科研成果、论证科技项目，为推动畜牧业发展
建言献策。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荣昌
区科技创新工作的发展。

“‘十三五’以来，我区科技创新工作坚持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持以国家高新区建设
为统揽，以全面提升全区创新能力为目标，以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为动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在
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建设、成果转移转化、创新生
态营造等方面下功夫，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荣昌区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政策。荣昌区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先后出台《荣昌区以国家高
新区为引领促进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荣昌区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荣昌区科技型企业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管理办法》《荣昌区新型研发机构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等10余项创新政策，围绕地方

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搭建创新平台、加大研发投
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持高新产业发展、促进
传统产业优化提质，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度。

发挥科技金融支撑作用。为了缓解制约企业
发展的融资困境，荣昌区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2016年，争取市科技局支持
共建创业种子基金，向初创期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
供免息信用贷款支持；2017年，率先成为全市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六个区县之一，与市科技局
共建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同时，通过
修订出台《荣昌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积
极推动企业建立科技创新平台，荣昌科技企业孵化
器、重牧硅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成功升级为国家级孵
化器，古思特创客空间升级为国家级众创空间，创
新资源加速集聚。

全面加快科技扶贫步伐。荣昌区围绕科技扶贫
和乡村振兴产业科技需求，选派科技特派员深入乡村
一线开展服务，通过人才下沉，把更多的发展动能推
向田间地头，带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让贫困户成

为有“技术”的新农民，让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农业
生产力，释放出现代农业的强大力量。

据了解，荣昌区科技局出台《重庆市荣昌区科技
特派员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科技特派员的选派、管理
和考评机制，科技特派员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充分
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技术、资源优势，以科技特派员为
技术支撑，根据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建立首席专
家负责制的科技专家大院，组建专家团队，形成技术
力量，将科技专家大院建设为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服
务平台，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发挥试验示范
作用，引领辐射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五年来，全区共
选派科技特派员3批次，科技特派员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近290项，开展技术培训及指导达750场次，培训
农民2600余人。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使
命感，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制约我
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和突出问题，推动荣昌建
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奋力书写
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荣昌区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荣昌区科技局创新政策助科技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赵静）11月 11日，“巴渝工匠”
杯2020年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能竞赛防水
工决赛在垫江县东部新区举行。本次技能决赛以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切磋技艺，施展才华，传
承匠心，不忘初心，既是一次技能大比武，又是一
次风采大展示，对提升防水工程质量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

据了解，此次防水工职业技能竞赛是市防水防
渗灌浆技术协会经过历时两年申请获批的首次大
赛，参赛选手是来自防水防渗灌浆技术协会组织的
第七届防水工培训班和免费建卡贫困户共计600人
中选拔产生的优秀选手，另有部分来自企业、区县的
优秀选手参赛，共计40名选手参加决赛。此次决赛
要求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热熔法施工和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施工两项操
作。裁判从卷材的粘接、卷材外观铺贴质量、卷材封

口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打分。
决赛历时2天，分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两部

分。同时，为确保比赛公平公正，特邀中国建筑防水
协会总工程师张勇博士担任技术指导。竞赛结束
后，选手们表示，能参加此次竞赛，不仅仅是一场技
术的较量，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也是
展示自己精湛技术和高超技能的舞台。

本报讯（通讯员 康良）为进一步提升我市中医
药（康养）产业相关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水平，助力我市中医药（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市
知识产权局主办、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承办的中医药
（康养）产业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在南川结束，来自全
市中医药（康养）产业相关高校院所、中医院、龙头企
业、行业协会等单位的12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分别从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商业成功案
例及其中医药产业中的借鉴、中医药知识产权管理
之盾与矛、中医药商标品牌保护及品牌价值提升、中
医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讲解。
对加强中医药（康养）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强
化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中医药（康养）产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邹艳）为期5天的重庆动物园
科普大篷车活动于近日圆满结束。重庆动物园的科
普大篷车先后深入兴龙中小学、龙河中心校、火炉中
学、长坝中学等学校，为近6000名师生带去了科普
盛宴。

本次活动以“科普野生动物知识，传递生态环
境保护”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科普讲解、互动问
答等方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拒食野味，从我做
起”科普知识，通过20块展板宣传了野生动物的定
义、疫病知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科普知识，引导
大家摒弃“野味滋补”的伪健康观念，树立野生动
物保护意识；展出了鸟类、黇鹿角、鸟类蛋壳三大
类标本，其中白腹锦鸡、利氏蕉鹃、琉璃金刚鹦鹉
三种鸟类标本深受学生们的青睐，绚丽的色彩、长
长的尾羽、钩状嘴引得大家驻足观察，黇鹿角形态
独特，通过其角的形态科普黇鹿不同的生长期知
识，鸵鸟、鸸鹋、丹顶鹤、孔雀、锦鸡等数十种大小
色彩各异的野生鸟类蛋壳标本引得学生们惊叹欢
呼；动物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
们的积极性，让学生们能够主动参与互动，学习更
多的野生动物知识；动物拼图互动游戏，免费赠送
了《探秘动物园》科普图书20本，学习文具200余
份，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重庆动物科普大篷车
渝州行效果明显

渝北区“三社”融合
让农民钱包鼓了

首届巴渝工匠杯防水职业技能竞赛结束

我市举办中医药（康养）产业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获奖选手合影。
▶选手在实操比赛环节展示渗灌技术。

赵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