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重庆市江津珞璜
工业园，三峡电缆生产车间
开足马力生产保供应。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和救治，为医院救护带来巨
大压力。为更好应对疫情，
各地医院进行改扩建以进
一步满足需要，而电力工程
项目是基本保障，需要大量
专业电线电缆。重庆三峡
电缆（集团）公司仅用 1 天
时间，就为四川省内江市第
二人民医院送去专业电线
电缆，全力保障该院新建一
批负压病房和负压实验室
所需。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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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版04

线上服务助力
全市工业企业有序“重启”

详见 版03

“大考”中的优秀答卷
——重庆各类专家人才凝智聚力抗击疫情

农历庚子年二月廿六

详见 版02

渝企开发智慧“利器”
保障医护人员健康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
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3月16日
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文章强调，要把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作为科技战线的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
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
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
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
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当前，经过各方面艰苦努力，疫情
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要最终降服病魔，科研攻关仍需拿出

更多“硬核”成果。

救治是头等大事 科研
成果向临床一线倾斜

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是
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
症转化，切实提高治愈率”“提升重症、
危重症救治水平，尽量降低病亡
率”——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药物、
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提
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强化科研
攻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
署，坚持临床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让
科研成果更多向临床一线倾斜。

根据一线救治需要，科技界正夜
以继日筛选有效治疗药物。筛选始于
数以万计的药物，万、千、百、十，数量
级次第下降，目前部分药物初步显示
出临床疗效。

科技部门初步总结了新冠肺炎治
疗“三药三方案”，磷酸氯喹、瑞德西
韦、法匹拉韦等一批新老药物开展临
床试验，中西医结合、恢复期血浆、干
细胞等治疗方式在持续探索完善中。
科研攻关的一批药物和救治技术在临
床救治中不断扩大应用，对于优化治
疗方案、制定分型分层的治疗策略发
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说，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自成立以来，
明确要求以结果导向、实战应用为出

发点，坚持科研与临床救治、防控实践
相结合，设立专班，挂图作战，争分夺
秒，将不断拿出切实管用的科研成果。

疫苗研发、病毒溯源
为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做
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苗作为用于
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
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

当下，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蔓
延的势头，国内外都有一些科学家提
出，不排除新冠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
的可能。从人类防治病毒感染的历史
经验来看，最终战胜疫情离不了疫苗。

（下转02版）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的新要求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记
者3月17日从重庆高新区获悉，为高
标准规划建设科学城、打造重庆高新
区发展升级版，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
势，推动市级部门、重庆高新区、高校
加强资源整合和工作联动，促进产学
研协同创新，经市政府同意，我市将建
立科学城校地联席会议制度。

科学城校地联席会议制度的职能
主要有8个方面：搭建科学城建设校地
对接和信息沟通平台，建立政产学研合

作机制；研究科学城建设校地合作科技
创新重大改革事项、重大政策措施制
定；推动校地合作共同引进培育和建设
大科学装置、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和
研发机构；加强校地合作共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加速器、科技
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等创新创业孵化和
成果转化载体，共建创新街区、创业社
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在科学城转移转
化和产业化，打造校地协同创新创业生

态圈；研究加强校校合作，在学生培养、
师资建设、专业建设、实训室共建等方
面强化合作，互通有无、互惠共赢；联合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论坛等“双创”赛事
活动，营造科学城创新创业氛围；探索
建立校地人才交流机制，建立校地、校
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培育高端创
新人才和产业实用人才；研究和协调解
决科学城规划建设的其他重大事项。

联席会议成员包括：市发展改革
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

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住房城乡
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局、市大数据发展局、市招
商投资局、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重庆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科技学院分管负责人。

重庆将建立科学城校地联席会议制度
履行8大职能高标准规划建设科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