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第二批
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出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记者从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我市拟认定重庆市
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重庆市新能源汽车智能
控制与检测制造业创新中心为2020年度第二批
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今年4月，我市启动2020年度全市制造业
创新中心申报，主要申报条件包括，创新中心的
载体企业单位应长期从事本领域研发，有较为雄
厚的科研资产、经济实力及高端研发人才储备；
有承担并完成国家或行业重点研发项目的经历，
有较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创新中心股权结构合
理，有3家及以上本领域龙头企业或科研院所及
高校等创新资源。

据悉，我市计划到2022年累计创建15个市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力争创建2-3个国家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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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24次年会
暨渝沪湘高校科技期刊论坛举行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12月6日至
7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24次年会暨渝
沪湘高校科技期刊论坛在重庆举行。

本次年会暨论坛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上海市高校科技期
刊专委会、湖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联合举
办，参会代表主要为全国各高校科技期刊的主
编、编辑部主任及资深编辑。与会专家共话高校
科技期刊创新发展之路，共谋一流科技期刊建设
之策，加强期刊集群化、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
品牌化建设，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助力
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
软实力的提升。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品牌期刊建
设，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明显提升，权威和
核心期刊入选率46.32%，入选率居全国前列。

避免成为太空垃圾
嫦娥五号上升器受控落月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12月8日6时59分，嫦娥五号
上升器按照地面指令受控离轨，7时30分左右降
落在月面经度0度、南纬30度附近的预定落点。

此前，嫦娥五号上升器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
体起飞，在预定轨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
对接，完成月球样本转移，并于12月6日12时许
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顺利在轨分离。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专家表示，
嫦娥五号上升器已圆满完成使命，受控离轨落月
可避免其成为太空垃圾，避免影响国际社会后续
月球探测任务，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
和平探索利用太空的重要承诺。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记者
从重庆高新区获悉，西部（重庆）科学城推出的

“高新金服”一站式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已融资
9.32 亿元，发布金融产品 120 项，成功撮合融资
137笔，帮助不少企业缓解了资金压力，促进了实
体经济发展。

据了解，“高新金服”于去年12月26日正式上
线，是集合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科技保险、技术评
估、上市辅导和政策兑现的科技金融平台，可为企
业提供金融链全流程服务。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高新金服”仅用1天时
间就开辟了疫情防控绿色金融通道，联合高新区各
镇街园区，成功对接109家企业共10.7亿元的融资
需求，为23家企业成功授信3.94亿元，其中高新区
内11家共3.81亿元。

自3月复工以来，平台联合合作金融机构，定期
进行线下宣传活动，与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
心、重庆石墨烯研究院、重庆市科技工作者众创之

家开展专场交流会，就投融资等事项进行深入交
流，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及发展经营中遇到的问
题，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10月底，重庆高新区还正式印发《重庆高新区
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办法》，政策聚焦产业与资本融
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银行、保险、风投创投等
金融机构给予规模奖励及风险补偿；对企业通过

“高新金服”获得融资的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贴
息，以切实激发金融机构活力，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据了解，“高新金服”还通过大数据技术，提供
“征信数据+管理数据+服务数据”形成企业运营行
为大数据，并以“授权采集”+“授权使用”双授权模
式，集成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及产品，打破企业
与融资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一站式服务
促进供需对接。

目前，该平台已累计发布金融产品120项，成功
撮合融资137笔，融资金额9.32亿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12月7日，记者
从重庆交通大学获悉，该校“力学治沙”科研团队在
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壤化”试验基地上种植
的“晋糯3号”高粱，经过专家田间测产，平均亩产为
614公斤。这一测产数据是全国高粱平均亩产的近
两倍。

近日，新疆和田农业农村局组织新疆农科院、
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重庆市江津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等有关专家，
参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
（试行）》，对重庆交通大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土
壤化”试验基地种植的“晋糯3号”高粱示范片进行
测产。

专家组实地考察了重庆交大在新疆和田县经济
新区“沙漠土壤化”试验基地种植的1800亩高粱示
范片。基地种植着“晋糯3号”，这种高粱经重庆交
大试验对比发现，其水肥利用效率和产量都比较高。

专家组在100亩核心示范区随机选取了4块生
长均衡的试验地，每块地又选取其中1分地的面积
进行测产。经过实收实测、计数、称重并机械脱粒等

程序，专家组测定出穗鲜重、籽粒鲜重和籽粒含水量
（用水分仪测定，重复 3 次），从而计算实际收获产
量。经去水分、杂质折合后，最高亩产716公斤，平
均亩产为614公斤。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高粱平均亩
产为324公斤。2019年，相关专家组在重庆交大内
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土壤化”中试科研基地（高粱示
范片）的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394.5公斤。这意味
着，重庆交大“力学治沙”方式在塔克拉玛干和乌兰
布和沙漠的高粱种植，均取得不错的成效。

“经重庆交大‘力学治沙’技术改良后的沙漠，保
水保肥的特性很好。”国家高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秘书长白文斌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测产结果让专家
们“很震撼”，“基地种植出的高粱的根量特别大，地上
部分和地下根茎长度比达到1:1，因此产量很高。”

据了解，重庆交通大学力学治沙团队已在新疆
塔克拉玛干、内蒙古乌兰布和、四川若尔盖等地共发
展“沙漠土壤化”试验基地1.7万余亩。在新疆和田，
除种植高粱外，还种植了部分牧草，推进了当地发展
畜牧业脱贫增收。

研究发现47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
拥有亚热带森林

新华社昆明12月8日电（记者 岳冉冉）我国
古生物学家研究发现：47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
曾拥有亚热带森林植被。该成果于北京时间8
日发表在了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团队在
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高原班戈盆地发现了大量
古生物化石。科研人员重建了4700万年前的古
气候和古海拔，发现当时青藏高原中部海拔仅有
1500米，年均温19摄氏度。科研人员还在班戈
盆地发现了70余种植物化石，且大多数种类的
最近亲缘类群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是热带
地区。

该成果为认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化
历史和地形地貌协同演化过程提供了全新证据。

融资9.32亿元
“高新金服”一站式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沙漠中的高粱亩产614公斤！
重庆交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壤化改良基地上种植高

粱，测产数据是全国平均亩产的近两倍

近日，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农业专家正在对试验地里收割的高粱脱粒然后进行测产。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