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主编：章德庆编辑：王晓军美编：郑典

投稿邮箱：3341698@qq.com科技新闻 要闻02

第
五
届
﹃
一
带
一
路
﹄
青
少
年

创
客
营
与
教
师
研
讨
活
动
在
渝
落
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月19日，中
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2021学术年会暨

“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举行。论坛上，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发布了最受关注
科学研究“TOP10”并展示了相关成果。

据悉，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于2011年开始筹建，
2012年正式获批设立，2014年建成，填补了我市中
科院系统科研机构的空白。从建院之初的3人筹备
组，发展为800人规模的创新人才团队，中科院重
庆研究院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注重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取得显著产业化
成果。

为全面展示十年来取得的科学研究进展，营造
“创新、创业、争先、共赢”的创新文化氛围，中科院重
庆研究院面向全院开展了“从0到1，逐梦十年”最受
关注科学研究“TOP10”的投票评选活动。这些科学
研究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三峡生态环境、生物医
药与健康等领域，共征集到25项。经过投票，最终超

分辨光学研究中心、自动推理与认知研究中心、大数
据挖掘及应用中心等研究团队的10项科学研究脱颖
而出。

其中，超分辨光学研究中心在国际上率先突破超
分辨太赫兹生物成像技术，首次实现单分子水平的蛋
白分子无标记太赫兹检测，为揭示传统单分子技术难
以检测的重要信息提供了有效研究方法。

当天，中科院重庆研究院还进行了《十年·零到
壹》新书发布。

据悉，本次论坛以“科教融合·创新驱动”为主
题，邀请院士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学
术交流。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夏军、樊春海以
视频形式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
现场致辞。活动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林慧
民、夏军、樊春海还分别作了题为《教育数学的今天
和明天》《基础研究 百年大计》《全球变化与长江大
保护》《框架核酸—从分子制造到智能创造》的线上
报告。

“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在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举行

最受关注科学研究“TOP10”发布

(上接01版）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

场”揭牌活动。
开幕式结束后，高鸿钧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

树国，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李栋，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围绕打造高层次创新人才高地、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人才建设和服务、科学突破与人才培养
等先后作了主题演讲。

2021重庆英才大会首次升格为部市共办，也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地方共同举办的首个综合
性人才盛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紧
紧围绕“近者悦·远者来”主题，突出人才引领、聚焦
中心大局、深化交流合作，举办“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英才论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人才发展峰会、
2021 川渝科学技术大会、市校合作创新发展研讨
会、“健康中国重庆行”院长高峰论坛等20场活动。
本届大会还首次在俄罗斯和英国开设海外分会场，
举行了“会、展、论、谈”等系列活动。海内外知名院
士专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企业负责人等
通过线上线下参会，网络媒体点击量、阅读量、在线
观看量突破8000万人次。

11月21日下午，2021重庆英才大会主会场活动
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次大会共引进紧缺
急需人才3319名、项目407个，分别比上届增长82%、
52%。

参加大会有关活动的还有：国家有关部委负责
人，四川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内知名高校负责人、国家级专家学者、知
名企业家，重庆英才计划入选人才代表，重庆市有关
部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负责人和专家代表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11月20日，第五届“一带一路”青少
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重庆落
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
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以
视频形式致辞。

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以视频形式
致辞，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出席现场
活动并讲话。

张玉卓表示，好奇心是探索未知
的导师，想象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创
造力需要独立思考，也需要开放合
作。期待青少年朋友通过创客营的经
历，点亮科学梦想，涵养科学兴趣，领
略多元文化魅力，结下珍贵友谊。期
待老师们春风化雨，探究科技教育良
方，厚植创新沃土，塑造后备人才。衷
心希望各方携手，增进开放互信，促进
互联互通，共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
打造充满活力、永不落幕的创客营。

据介绍，本届活动由中国科协、
科技部、重庆市政府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共同主办，围绕“开放包容·创
新发展”主题，坚持线上线下结合、国
内国际联动、科技人文融合，吸引了
来自5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师生参与。活动联动逾60个国内外
科技组织，发布百余项学习资源，举
办9场科学讨论会，汇聚近千名科学
家和科教专家开展近百场科普直播
和科学家报告，来自1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青少年同跳中国传统民族舞
蹈，百余份师生自制视频展示本国
特色文化，通过生动活泼的实践，主办方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师生共同绘制了文明交流互鉴
的美丽篇章。

当天的闭幕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
在“与科学家对话”环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罗
伯特·切赫在线作了有关核糖核酸魔力的科普报告，教
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大学先进技
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教授、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张善勇教授与国内外青少年进行了线上线下的互动交
流。此外，闭幕活动上还公布了低碳节能、太空创客、
科学影像等3大主题最佳创客奖、最佳展示奖、最佳团
队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月 20日，
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张玉卓，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文通过
视频方式在大会上致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
出席大会并讲话。

张玉卓代表中国科协对大会召开和获奖者表示祝
贺。他说，不久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发布，为唱好“双城记”绘就蓝图。川渝地处“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禀赋
良好，能源资源丰富，战略意义突出。近年来，两地创
新环境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格局不断拓
展，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显著
成效。川渝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为
科技人才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期待两地科技工
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砥砺创新
创造。科协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履行好党
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职责，健全联系广
泛、服务人才的科协工作体系，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
科技工作者之家，激励人才建功立业。

罗文说，川渝两地科教资源富集，在全国的创新
版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将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与重庆
有关方面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川渝科技事业迈上

新台阶，取得新成效。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会是两
地科技工作者共享学术、共谋创新、共促发展的科技
盛会。

本次大会集聚了众多一流专家、一流学会、一流期
刊，必将碰撞出前沿科技的智慧火花，探索出双城发展
的未来方向，为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
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彭金辉表示，党中央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川渝两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理念，
齐心协力丰富“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
共同布局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创新要素
集聚、人才协同发展，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
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会既是科技交流盛会，也是创新
合作的平台，真诚期待大家围绕大会主题，发表真知灼
见，分享前沿技术，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聚智汇力。真诚
期望各位科技工作者在川渝大地上施展才华、成就梦
想，在科创之路上“行千里、致广大”。

市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主持大会开
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陈鲸，中国科学院院士
卞修武，川渝两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两地科协代表、优
秀论文获奖代表、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大会。

据介绍，本次大会是2021重庆英才大会的重点专
题活动之一，以“汇聚科技英才·助力双城发展”为主
题。大会评选出优秀论文、年度川渝最具影响力学术
活动、川渝一流学会、川渝一流科技期刊，并在开幕式
上为获奖代表颁奖。

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渝举行
张玉卓罗文视频致辞 彭金辉出席

(上接01版）
唐良智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的核心位置，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
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求，坚持“四个面向”，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机遇，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以更实举措做好人才
工作，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要
着力构建高层次创新平台，加快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统筹推进两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等创
新发展，支持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二要着力培育高能级
创新主体，大力支持“双一流”等高水平大学建设，持续
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来渝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积极推进科技企业成长工程和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
划。三要着力营造高品质创新生态，深化科技成果使用
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构建全链条创投体系、全流程

孵化体系、全方位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近悦远来”的创
新生态。四要着力提供高质量服务保障，深入实施重庆
英才计划，完善“塔尖”“塔基”人才政策，落实“为科技工
作者办实事20条”“科技成果转化24条”等系列措施，
让人才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希望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做科学家精神的践行
者、科技自立自强的探索者、潜心科研的奉献者，把爱
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创新创造的实际行动，更好肩
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识才爱才
敬才用才，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努力让重庆成为科技工作者
的向往之地、创新之都、圆梦之城。

会上，熊雪宣读《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度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重庆市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获奖者刘小康、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者
杨志斌代表获奖人员发言。

市科技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和市科技奖励委员会成
员单位负责人，2020年度国家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获
奖代表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