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五号任务
首批月球科研样品正式发放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胡喆）7月12
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在京举行嫦娥五
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标志着月球样
品科学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此前，国家航天局共收到23家科研机构的85份
申请，来自教育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中科院、核工
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方面。经审核，来自13所科
研机构的 31 份申请获得通过，样品发放总量共
17.4764克。通过这些月球样品申请的研究方向主
要涉及月球火山活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朱日祥院士介绍，嫦娥五号样品与过去美苏
获得的月球样品不同。通过对嫦娥五号采集月球样
品的研究，将对月球与行星演化、行星宜居性等方面
产生新的认识。

9所医科大学在渝成立M9协作网
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龚清
杨）近日，由重庆医科大学牵头、9所高校合作的“部委
省共建医科大学国际化协作网”（简称“M9协作网”）在
重庆成立。该协作网旨在打造部委省共建医科大学的
共同体，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据了解，重庆医科大学于2015年成为部委省共
建医科大学。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国际化带
来的挑战，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此次由重庆医科大学
提议，9所部委省共建医科大学共同发起建立了“部
委省共建医科大学国际化协作网”。

这9所高校包括重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南方
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均为部委省共建医科大学。

国产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取得突破
可为量子计算提供极低温条件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董 瑞丰）记者日
前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自主研发的无
液氦稀释制冷机原型机近日实现10mK以下极低温，
比绝对零度仅高0.01度，可为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
提供极低温条件保障。

稀释制冷机是一种能够提供接近绝对零度环境
的高端科研仪器，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粒子物理
乃至天文探测等科研领域有着广泛应用。近年来非
常热门的量子计算，部分技术路线需要极低温环境，
也有赖于稀释制冷机的支撑。

不同于依赖液氦辅助降温的传统湿式稀释制冷
机，无液氦稀释制冷机无需液氦供应，内部空间大，连
续运行时间长且运行维护方便，近10年来日益成为
国际主流产品。

中新金融科技产业示范基地落户江北嘴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郭心悦）近
日，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市金融管理局等7家单位共
同签订合作协议，将协力在江北嘴打造中新金融科技
产业示范基地。

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是在中新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框架下，探索在重庆设立、由中新双方共同推
动的政策先行先试、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合作示范
区。根据合作协议，签约各方将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合作框架下，优先集中力量和资源在江北嘴金融核心
区打造中新金融科技产业示范基地，作为中新金融科
技合作示范区的启动示范平台和形象展示窗口，助推
示范区建设成为在中国西部领先、在亚洲具有竞争力
的金融科技国际合作的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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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位于江津区的重庆晋川精密五金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据了解，该公司生产的馈线是国内 5G 基
站的核心配件。今年 1-6 月，企业累计生产

5G 基站核心配件 1500 万件，实现产值 1.5 亿
元 ，累 计 实 现 工 业 产 值 2.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69%。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王翔）记者获悉，
7月13日，南岸区正式出台《支持绿色创新若干
财政金融政策》和“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助科技
工作者作贡献”工作清单，加快建立财政投入为
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为支撑的多元
发展投入体系，努力实现绿色创新项目、资金、人
才一体化配置，以绿色创新支撑引领南岸高质量
发展。

其中，《支持绿色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包含
集聚绿色创新力量、建设绿色发展示范、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完善绿色创新体制机制四个板块，
共计24条，含金量高，条条都是干货。例如第16条
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方面，南岸区将统筹建立绿色创
新专项资金池，今后每年财政投入资金不少于1亿
元，并建立科技创新投入与财政收入挂钩联动机
制，同时，完善绿色科技创新投资平台，组建总规模
60亿元的广阳岛绿色发展基金、南山创新投资基金

和长嘉汇创新基金，支持科技创新成果项目转化及
科创企业项目孵化、引导、培育及上市。

南岸区还将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对
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规模以上20
万元、规模以下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通过复
审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5万元补助。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对完成
投资备案并验收合格的技改项目，以当年实际投
资额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每家企业最高
补助1000万元。

为给科技工作者营造更加优良的干事创业
环境，南岸区同步发布了“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
助科技工作者作贡献”工作清单，共计20条，涉及
住房保障、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出入境、知识产
权、法律服务，以及专题研修、跨区域科技交流合
作、科技社团建设、申报表彰奖励等与科技工作
者密切相关的事项。

以绿色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南岸出台“财政金融政策”24条
和“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清单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7月13日，
由工信部、财政部指导，市经信委主办的第六届

“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此次大赛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

资金链”为主题，由“区域赛”及“大中小企业融通
专项活动”两项赛事组成。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区域赛分为“企业
组”和“创客组”两个赛道，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整合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
赛。项目通过初赛、决赛选出两个赛道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5名，获得区
域赛企业组和创客组前8名将有机会进入全国
500备选名单，冲刺全国总决赛。

其中，“区域赛”决出的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
奖获得者可获奖金5万元，二等奖可获奖金3万

元，三等奖可获奖金2万元，优胜奖可获奖金1万
元。

另外，主办方将对入围决赛但未获奖的参赛
者给予2000元的入围补助金。获奖项目还将获
得宣传展示、投融资支持、落地入驻园区、成果转
化技术服务、市场开拓等多项支持。

为满足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此次大赛还将开
展“大中小企业融通专项活动”，发动大企业向中
小企业开放资源和市场机会，以订单、数据和资
源赋能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通过创新链、供应
链、数据链回流大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

市经信委表示，截至去年底，全市中小微企
业达到92.5万户，吸纳就业近820万人，占全市
就业人员近七成，并且全市70%的发明专利均由
中小企业完成。

第六届“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