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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帆 张
珺）2月7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领导分
别前往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和重点企业
调研，为全市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胡
衡华赴西部（重庆）科学城，实地调研项
目建设进展和企业生产情况。陈敏尔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着眼稳定经济大盘、稳住社会大局，扎
实抓项目、促复工，努力实现一季度经
济“开门红”“开门稳”，不断开创全市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领导李明清、熊雪参加。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重点项目

已全面实施，科学大道、科学会堂等一
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在科学大道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
来穿梭，建设工人正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陈敏尔、胡衡华听取科学城重点项
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询问项目投资总
额、规划布局、功能定位等，对项目建设
成效给予肯定。陈敏尔、胡衡华还与施
工人员交谈，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向大家致以新春问候。陈敏
尔叮嘱施工单位要关心工人生活，合理
安排作息，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
入项目建设。

位于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室，是我
市推动科技创新的“硬核力量”，正加快
构建智慧病理、脑科学与脑疾病、医学
检验研究集群，聚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卞修武、蒋华良、杨正林等一批创新领
军人才。走进实验室大楼，陈敏尔、胡
衡华同卞修武、黄爱龙等院士专家交
谈，询问科研项目进展和主要研究方
向。目前，金凤实验室建设已近尾声，
将有多个顶尖科研团队入驻，携手共建
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生命
岛”。看到实验室面貌日新月异，陈敏

尔十分高兴。他指出，金凤实验室发展
要聚焦原创性、引领性的科学技术潜心
钻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在重
点领域取得突破，产出更多“金凤凰”。

重庆金康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在
新能源汽车动力研发领域拥有多项国
内领先技术。在公司展厅，陈敏尔、胡
衡华观看核心产品展示，了解关键技术
指标、性能优势等。车间里，机器人在
生产线“忙碌”，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作
业。陈敏尔了解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
和生产销售等情况。他说，新能源汽车
是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希望企业抢抓
机遇、聚焦主业，加大研发投入，立足存
量做优增量，持续推动汽车产品绿色
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祝愿金
康公司在新的一年发展越来越好。

陈敏尔、胡衡华听取了西部（重庆）
科学城建设发展情况汇报。陈敏尔强
调，科学城是重庆科技创新的未来，是
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要聚焦科学主

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发扬
历史主动精神，一起向未来。要坚持

“一城多园”发展模式，用好重庆大学城
和西永微电园等重要资源，全力办好自
己的事，携手办好合作的事，加快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
着力在“科”“产”“城”上下功夫，加强科
学技术研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加快完善城市功能，做到致广大而尽精
微，把科学城建成科学之城、未来之城、
品质之城。

调研中，陈敏尔强调，今年是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
的关键之年，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至关重要。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市上
下要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营造只
争朝夕的发展氛围，真抓实干、快马加
鞭，以生龙活虎的干劲，抓好当前重点
经济工作，全力确保一季度经济“开门
红”“开门稳”。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

（下转02版）

陈敏尔胡衡华在调研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时强调

全力抓项目促复工稳增长
确保今年全市经济开门红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日前，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下称“实验室”）发布消息，
该实验室历经10年研究，在世界上首
次揭秘桑树有14条和7条两套染色体
基数，并提出“桑树染色体断裂-融合
循环”理论，证明染色体的融合或断裂
是造成桑树拥有两套染色体基数的根
本原因。

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人们以往“一
种生物只有一套染色体基数”的认知，
为绘制桑树亲缘关系“家谱”奠定基础，
从而为桑树学科和产业发展提供更精
准的指导。

桑树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经济树
种。数千年来，家蚕只以桑叶作为唯一
的食物。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教
授向仲怀介绍，由于桑树具有异常丰富
的多倍体类型，在过去的1亿年中，桑
树基因的进化速度大约是蔷薇目其他
物种的3倍。截至目前，全球共有30
余种、7000余份桑树种质资源。

如何厘清桑树各类种质资源及之
间的“亲缘”关系，从而在成千上万的桑
树种质中梳理出利于养蚕、药用、生态

修复等的核心优势桑树种质？实验室
团队将目光聚焦于基因的载体——染
色体上。

以前，人们认为一种生物只有一套
染色体基数，比如人体细胞由一套46
条的染色体构成。以往的研究文献将

桑树染色体基数定为14条，以此作为
桑树基因组测序的单倍体。

在2012年，团队发现有的桑树染
色体基数是7条。历时10年，团队搭
建起分子细胞遗传学平台，采用荧光原
位杂交技术反复确证判明：14条和7
条都是组成桑树最小遗传单位的染色
体组。

实验室副主任何宁佳教授介绍，团
队经过无数次的比对、筛选，鉴定出桑
树的倍性水平、绘制出染色体核型图；
并发现14条和 7条这两套染色体之
间，不是简单的倍数关系，不能相互取
代，“二者可以通过自身一部分染色体
融合或者断裂的方式，变异成对方的一
部分。”

基于大量的研究，团队在世界上创
造性提出“桑树染色体断裂-融合循
环”理论。这一理论为寻找桑树的“祖
先种”、绘制桑树亲缘关系的“家谱”奠
定基础，也为桑树的种质资源乃至其他
生物学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路径。该成
果相关论文于今年1月发表于中国科
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类期刊《园艺
研究》上。

日前，向仲怀院士（左）与何宁佳教授（右）一起观察桑树种质资源生长势态。
重庆日报记者 解小溪 摄

西南大学在全世界首次揭秘桑树两套染色体基数
打破人们以往“一种生物只有一套染色体基数”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