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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是重庆直辖的第
四年，对于成立不久的直辖市
来说，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刚刚
起步。

这一年，由重庆市第一届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之惠担任
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筹备组组长。

在陈之惠的带领下，通过
深入的调研，向市委、市政府写
出了关于成立重庆市老科协
的报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对成立市老科协作出重要
批示。

2001年8月8日，重庆市
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以下
简称市老科协）正式成立，市
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市老科协
要“充分发挥党联系老科学技
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科教兴渝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从这天起，市老科协走上
了用科技和智慧助力重庆发展
的历史新舞台。

陈之惠同志担任市老科协
的前三届理事会会长。2018
年6月，原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欧可平同志任市老科协第四
届理事会会长。

“老科协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
署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为当地
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欧可
平说。

20年来，市老科协围绕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
重点难点以及党委政府关心的
重大问题，组织老专家深入调
研，形成成果供党委政府及相
关部门决策参考。

早在市老科协成立不久，
陈之惠带领老专家通过大量的
深入调研，提出的“重视和发挥
老科技人才作用”等四点建议，
被市委采纳，成为市老科协决
策咨询的典范。

20 年来，市老科协编印
《老专家建议》52 期，部分建
议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的批示，指示有关部门
抓好落实。比如，《关于在我
市建设安全生产云计算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议》《重视
加强中医文化建设》《职业技
术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建
议》《三峡库区气候生态环境
评价和资源利用》《大中村的
发展和民生问题值得关注》
《关于争取中传集团中传西
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心落
户重庆的建议》等多件高质
量建议，得到了市有关部门
的采纳。

《关于实施万户高效沼气
池示范工程的建议》受到了国
家发改委的重视，2010年国家
发改委下拨3000万元资金给
重庆市进行高效沼气池示范
工程建设。市老科协提出的
关于发展民办高校的建议，被
教育部转发全国推广。关于
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处理的
建议，已列为三峡库区防治的
重点之一等。

老科技工作者谈中华主持
开展的《柠檬综合利用集成技
术研究》课题，获得2012年度

“国家级农民特殊贡献奖”、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重庆市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老科技工
作者陈遵才开展的“废水处理
专利技术工艺研究”，先后在重
钢焦化厂、柳州钢铁厂、四川攀
钢实现全程废水达标处理的工
业运行，年经济效益达1000多
万元。

今年9月24日，合川区老
科协农作物种植领域的专家
会员一行，到合川区南津街办
事处鹞子村的开新家庭农场
开展调研活动，围绕家庭农场
经营现状、经营规模、成功经
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与农
场主进行了交流探讨，深受企
业欢迎。

老专家们的决策咨询建
议，既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又有
具体的操作措施，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 周年周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

2021 年，是重庆市老科学
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20周年。

20 年来，我市一大批离退
休老科技工作者虽然从科技工
作一线退下来了，但仍然初心
不改，一如既往地秉承科学家
精神，发挥优势特长，忠诚科技
事业、服务科技工作，为把重庆
建设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20年来，哪里有需求，哪里
就有老科协的身影。

20 年来，广大老科技工作
者成为我市科普工作、科技服
务、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一支重
要力量。

永川、潼南、万州、南岸等
区县老科协依托社区科普大

学开展送健康进社区、进企业
活动……

江北区老科协与区科技局
共建“重庆高新技术育成中心”
和“国家组织工程种子细胞库
西南分库产业基地”……

陈之惠、欧可平、向仲怀、
吴小翎、林红等大批老科技工
作者,先后到我市 14 个国贫区
县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科
技扶贫……

时光如梭，此心昭昭，日月
可鉴。一批又一批老科技工作
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推动科技为民服务等方面
发光发热，继续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

老科协是党领导下的群众
社团。

充分发挥党联系老科学技
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是老科协工作的基本职责；加
强自身建设，增强履职能力，是
老科协开展工作的基础条件。
加强政治引领，强化政治站位，
不断增强老科协组织的先进性
和群众性，团结老科技工作者
听党话跟党走。

市老科协成立之初，就建
立了党支部，切实把加强党的
领导落在实处。全市38个区
县及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都成立了老科协组织，实
现了全市区、县老科协组织的
全覆盖。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带
头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树立

“四个自信”，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20年来，市老
科协共评选表彰老科技工作者
先进个人和优秀个人411名，
老科协先进集体62个，先进基
层组织233个。

市老科协运用《重庆科技》
期刊和“重庆老科协”微信公众
号宣传平台，组织开展宣传，唱
响主旋律。

今年，市老科协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组织专家到大
中小学、企业社区宣讲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历史贡献，组织开
展“学党史，办实事”实践活动。

在主题实践活动中，围绕
“城乡统筹发展”，组织老科技
工作者定点、定时、定项目深入
乡镇开展科普宣传、科技咨询、
农技指导、技术培训、法律援助
和义诊义教等服务“三农”活
动。各级老科协组织建成示范

基地35个，帮扶示范基地255
个，引进推广示范新品种40余
种，覆盖60多个乡镇街道，受
益面达10万余人。

市老科协率50多名院士专
家，深入巫溪、武隆、云阳、石柱、
大足、黔江、彭水、秀山等深度贫
困乡镇和9个国贫县开展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

在迎龙镇，由南岸区老科协
打造的重庆市观赏鱼繁养基地被
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农村科普示范
基地；在广阳、迎龙、长生桥三镇
常年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建立了
6000亩的“江南枇杷园”，并连续
15年协办了“江南枇杷节”。

在南川区，区老科协在全
区40个贫困村建立了科技扶
贫服务网点，开展免费培训
8570人次。

在黔江区，区老科协出资4
万多元帮助迎新村发展生猪、
土鸡养殖和脆红李种植，让
200多家农户增收。

在巴南区，区老科协组织
农业专家深入农村，定点帮扶，
抓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示
范推广及科技扶贫工作，开展
实用技术培训，推广了农业新
品种50多个，面积达到7万余
亩，新增产值1400余万元。

在永川区，区老科协加强
对白乌鱼养殖基地、油质牡丹
试验种植基地、观光农业科普
示范基地等技术支持和基础设
施建设，助推了永川区产业经
济的发展。

在北碚区，市老科协组织
70多名老科技工作者，深入北
碚区素心村进行考察调研，开
展村会合作，促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
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
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

科普工作是市老科协开展
最经常、最广泛、最受社会欢迎
的活动之一，也是市老科协发挥
优势的重要领域。据了解，近年
来，市老科协始终把科学普及的
重点放在全市中小学生上。

2019年 3月，市老科协启
动了以开展科技辅导、科普讲座
等为主要内容的院士专家进校
园科普活动，与市教委、市科协
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重庆市院
士专家进校园科普活动的通
知》。两年多来，市老科协共组
织100多人（次）的院士专家深
入全市30多个区县的240余所
大中小学开展了370余场科普
讲座，受益面达20余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老
科协及时调整了科普方式，改线
下为线上，同时推出科普公众号
及音视频，与在线教育平台联合
制作科普视频。先后推出了《中

国天眼》《月球上第一片绿叶》
《身边的科学与科学探究》等50
多个系列科普讲座。目前，开展
线上科普讲座82场，在线学习
近180万人次。

在科普宣传上市老科协还
主动与中科院、中国老科协联
系，邀请知名院士专家和科技工
作者来渝。据介绍，2019 年、
2020年、2021年连续三年市老
科协邀请中科院老专家科普报
告团、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
专家来渝开展“科技活动周”活
动。专家们不辞辛劳，奔赴渝
中、沙坪坝、北碚、江北、渝北以
及万盛、忠县、酉阳、綦江、石
柱、万州等11个区县50余所中
小学，为4万余名师生、机关及
社区干部举办了 40多场科普
报告。

2021年10月20日，中国老
科协科学报告团赴渝“科普活动
周”在江津拉开序幕。10月20
日—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大学战役部教授孙旭为江津
聚奎中学、江津八中、白沙中学
的师生分别作了国防教育专题

科普报告会。
市老科协介绍，由于历史原

因，我市不少农村中小学校科普
工作的硬件条件还较差，满足不
了农村中小学生的科普需求。
因此，加强农村中小学校科学普
及工作尤其重要。

为此，市老科协积极想办
法，寻求多方面支持。他们联合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重庆
云日科技公司，为农村10所小学
提供了价值50万元的青少年智
能学习平台。通过向中国老科
协申请，为石柱、秀山、武隆、彭
水、城口等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
建设了5个农村中学科技馆。

开展科普进机关、进社区、
进企业，也是老科协的重点之
一。市老科协及各区县老科协
组织广大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机
关、企业、社区、乡镇，举办科普
讲座，开展医疗服务，进行科技
指导，组织科技培训等多项科普
活动。

在江北区，区老科协为区直
机关工委、区老干部局、税务局、
港城工业园、民革江北区委、区
人大和区科委等单位，进行了有
关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5G手机芯片、海绵城市等
前沿科技和管理知识讲座 30
余场次。

多年来，市老科协累计组织
专家1000余人次，到20余个区
县的200多个乡镇、社区及机
关、企业，发放资料 6 万余份
（册），举办各类科普讲座300余
场，受益面达10万余人，深受干
部群众好评。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酒是
陈的香。

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科技
战线上奋斗、拼搏、探索了几
十年，总结和积累了大量的科
学知识、科学资源、实践经验，
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宝贵
财富。

“市老科协高度重视发挥
老科技工作者丰富的实践经
验，专门成立了企业技术创新
专委会，积极为企业搭建产学
研合作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市老科协企业创新专委会
负责人说。

为此，市老科协企业技术
创新专委会组织大批老专家、
老教授，深入我市中小微企业
调研，摸清企业创新发展的热
点、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通
过“科技智库+创新政策+科技
服务”推送上门，让企业真正从
创新政策和科技服务中强信
心、增动力、得实惠。

市老科协组织专家开展“科
创进企”系列活动，推动老专家
与企业结对，开展科技咨询、讲
座和成果应用转化、项目合作
等服务，帮助企业破解关键性
技术难题，从而提高了企业的
科技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开展一对一、一帮一服务，
是市老科协科技服务的一大特
色和亮点。

市老科协有关负责人介
绍，“一方面，帮助企业成立创
新服务工作站，为企业技术创
新提供可持续常态化服务。另
一方面，依托产业园区，建立示

范企业，植入科创资源，找准企
业需求。”市老科协加强对工作
站的指导，组织相关专家为区
县创办国家级、市级高新区，创
建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双创载
体，开展专家咨询、技术答疑、
工艺解难、管理提升等系列活
动，更好为企业技术创新助
力。目前，綦江、璧山、九龙坡、
垫江、巴南、秀山、合川、武隆等
八个区县已建立工作站。

同时，通过建立服务微信
群，吸纳科技咨询专家、科技特
派员、高校院所及老科协系统
的专家238名和70余家中小微
企业入群，达到科技人才、专家
团队与企业关联匹配，实现线
上+线下的精准对接服务，助企
业解决难题，提供科技成果转
化方案，深受企业欢迎。

“广大老科技工作者深入
企业、深入一线，开展面对面的
指导和服务，不仅解决了企业
的技术难题，也为企业创新发
展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
方向。”欧可平说。

在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渝通机械有限公司
等企业，市老科协商业分会的
老专家老教授积极参与企业开
展的标准体系、基础保障标准
体系、岗位标准体系三大标准
体系建设。

在重庆龙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万州区老科协牵线搭桥，
推动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西南大学、三峡医
药高专等合作实施纳米医用器
材项目，使其成为西南地区首

个纳米科技产业园。
市老科协率重庆大学、西

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的24位
专家教授，多次赴綦江园区企
业开展技术服务活动，为园区
27个企业提供现场服务，解决
48个技术、融资难题。

黔江区老科协通过“互联
网+”，帮扶黔江“宅天下”电商
企业发展野鸡养殖，实现销售
额1000万元。

由万州区老科协支持的重
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环
保节能型复合数控机床关键技
术开发与应用”科研课题，荣获
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市老科协会员王继研发的
中药“促乳生乳”，获得国家专
利，并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引入
扬州药厂，现已投产。

市老科协会员、重大老教
授马松轩，仍然坚持在科研一
线，成功研制出新一代高频震
荡呼吸机和钢球外观质量涡流
监测装置。

北碚区老科协会员、专家毛
世理，先后帮助150家企业获得
100项专利，成功申报30个国家
级和市级科研项目，被企业称为

“科技110”和“科技保姆”。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市

老科协及单位会员、区县老科
协为近3000个企业提供了技
术咨询和服务，服务项目达万
余个。此外，还有一大批老科
技工作者以自己的科技成果和
发明专利等核心技术，通过创
办、领办企业进行产业化和再
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初心不改，使命传承。壮
心不已，不负时代。

全市广大老科技工作者
纷纷表示，要乘着重庆市老科
协成立 20 周年的东风，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老
科协工作和老龄工作的重要
指示，继续发扬科学家精神，
为科技兴渝贡献老科协力

量。要继续发挥老科技工作
者的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积极作为，在建言献策、开
展科普、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等方面，
发挥科技和智力优势，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谱
写老科技工作者新的篇章！

发挥优势大力开展科普活动搭建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当好科技兴市的参谋和助手

●● 20012001年年88月月88日日，，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正式成立作者协会正式成立。。

●● 目前目前,, 重庆市老科协系统已覆盖全市重庆市老科协系统已覆盖全市4040
个区县个区县（（含重庆高新区含重庆高新区、、万盛经济开发区万盛经济开发区）），，联系联系
近近3030万名离退休老科技工作者万名离退休老科技工作者。。

●● 2020年来年来，，重庆市老科协先后获得重庆市老科协先后获得““市科市科

协先进学会协先进学会”“”“市科协特色学会市科协特色学会”“”“市科协考核特市科协考核特
等奖等奖”“”“市科协学会市科协学会5050强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AAAAAA级学级学
会会”“”“中国老科协先进集体中国老科协先进集体””等殊荣等殊荣。。

●● 2020年来年来，，重庆市老科协和区县老科协提重庆市老科协和区县老科协提
出决策建议近万项出决策建议近万项，，得到市得到市、、区县领导及有关部区县领导及有关部
门的批示三千余项门的批示三千余项。。

●● 近年来近年来，，重庆市老科协积极组织开展重庆市老科协积极组织开展
科普宣传和科技服务活动科普宣传和科技服务活动，，组织专家组织专家10001000余余
人次人次，，深入深入2020多个区县多个区县200200多个乡镇多个乡镇、、社区及社区及
机关机关、、企业企业，，发放资料发放资料66万余份万余份（（册册）），，举办各类举办各类
科普讲座科普讲座300300余场余场，，受益面达受益面达1010万余人万余人。。市市
老科协及单位会员老科协及单位会员、、区县老科协为近区县老科协为近30003000家家

企业提供了技术咨询和服务企业提供了技术咨询和服务，，服务项目达万服务项目达万
余个余个。。

●● 2020年来年来，，重庆市老科协共表彰老科技工重庆市老科协共表彰老科技工
作者先进个人和优秀个人作者先进个人和优秀个人411411名名，，老科协先进老科协先进
集体集体6262个个，，先进基层组织先进基层组织233233个个。。

不辱使命二十载 老骥伏枥新时代
——记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20周年

本报记者 刘代荣

市老科协组织院士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讲座。 本报见习记者 魏星 摄

1010月月2525日日，，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成立2020周年座谈会在渝州宾馆召开周年座谈会在渝州宾馆召开。。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吴玥瞳吴玥瞳 摄摄

市老科协会长、重庆大学原党委书记欧可平作市老科协成立
20周年工作情况汇报。 本报通讯员 吴玥瞳 摄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