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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香国春风起，科技助力服务兴。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

群团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群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
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科协
系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2020年，荣昌区科协按照中国科
协的统一部署，全面启动了地方科协深
化改革工作。一场以“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突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改
革创新、坚持服务发展、坚持面向群众、
坚持统筹推进”的地方科协深化改革工
作在荣昌区全面拉开。

“在这次地方科协深化改革中，我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
群团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三
型’组织、发挥‘三大功能’、落实‘四服
务’职责定位等内容，着力在完善优化组
织体系、强化基层队伍建设、推动科技经
济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公民科
学素质等方面下工夫。”荣昌区科协党组
书记、主席万中先说。

目前，荣昌区科协组织体系进一步
完善和优化，建成了“3+1+N”基层科协
队伍，科协组织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手臂得到了延伸，科普服务的触角涵
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强化党的领导

健全科协工作机制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团组织，是
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
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国家推动科
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万中先介绍，探索建立“党建带

群建”工作新机制，是荣昌区这次地方
科协深化改革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启
动改革之时，就明确提出在中共荣昌区
委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

“深化科协改革，必须坚持党委统
一领导、部门协同，明确工作职责，细化
责任分工，创造性抓好落实，把从严治
党的各项规定要求贯穿科协建设始
终。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增强对科技工
作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荣昌区
委副书记黄晏如是说。

“荣昌区把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精神文明
建设总体规划，列入了党政重要议事日
程。把科协工作纳入区委党建工作责任
制，每年对区科协、镇街科协工作进行年
度工作目标考核。”荣昌区科协副主席王
增辉说。这样就避免了群团组织边缘
化、松散化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荣昌区委明确专职副
书记分管科协工作，区委常委会每年都

要专题听取科协工作汇报。同时，由荣
昌区科协牵头，建立起了全区群团组织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每季度研究群
团工作中遇到的重要问题。

落实机关编制

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
的因素。

科协能否发挥党和政府与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能否团结和
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科技智力支持，领导班子的综
合能力素质很重要。

荣昌区在地方科协深化改革中，坚
持把选优配强区科协领导班子突出出

来。此次改革，荣昌区科协在原设 1
名主席、1名专职副主席的基础上，增设
1名挂职副主席、2名兼职副主席，从而
有效地解决了过去领导班子人员少、力
量弱和专业性不强的问题。

“我是从荣昌区林业局选派到区科
协挂职的副主席。自从到科协后，感到
自己的专业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基层对
科协工作的认可度也普遍增强了。”荣
昌区科协挂职副主席王玲说。

据了解，王玲是毕业于四川农业大
学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荣昌区林业局的
一名专家型干部，为荣昌区林业科技、
产业发展和林农增收致富做出了突出
贡献，在这次科协机构改革中，她被选
派到科协任挂职副主席。荣昌区智慧
农庄董事长秦兆华兼任区科协副主席，
是此次增设的2名兼职副主席之一。
吸纳专家学者担任兼职副主席，坚持了
问题导向，哪里弱补哪里，有利于扩大
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协决策工作。

“过去，科技服务这块工作一直是办
公室在负责。由于办公室事务性工作
多、事杂，长期以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基
本上无人具体抓落实。”荣昌区科协办公
室主任钟从彬说。这次改革区委编办专
门给了4个事业编制，还开发了7个公益
性岗位，增设了科技服务中心，新成立了
区老科协、区农技协联合会。

而今，荣昌区科技服务中心工作开
展得有声有色，为全区21个镇街提供
科技服务。荣昌科技馆不仅有了专职
人员负责，其公益性岗位职员也一并配
齐，而且免费向公众开放，有力提升了
公民科学素养。

壮大科协队伍

承担政府职能转移

“在这次荣昌区地方科协深化改革
中，我们把着力点放在健全基层组织、扩
大有效覆盖面、增强代表性和学会协会主
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上，让基层队伍充分
发挥各自的自身优势，有事做、起作用，成
为名副其实的桥梁和纽带。”万中先说。

在荣昌区21个镇街推行镇街科协“3+
1+N”改革。万中先介绍，所谓的“3+1+N”
改革，就是在前几年科协实施的基层“三
长制”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好医院（卫生
院）院长、学校校长和农技站（农技中心）
站长的作用。同时，在改革中明确，镇街
科协主席由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兼任，发
挥“1”的领头雁作用。N是吸纳村（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负责人兼任科普指导
员，依托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把更
多的科普志愿者充实到基层科协队伍。

4月19日，记者在荣昌区桂花社区
看到，社区科协兼职主席杨正强正在给
居民讲解防范金融诈骗小知识、如何识
别手机诈骗科普常识，不时有老年人拿
出手机，让科普志愿者辨别收到的短信
是否是电信诈骗。同样，在清江镇河中
村晏家房子小院看到，有30多名农民
围坐在院坝里，科普指导员邓义然在给
农民讲解近期枇杷病虫防治和春耕春
播田间管理……

重庆市荣昌区建筑行业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是由重庆市荣昌房地产开
发协会、重庆市荣昌区建筑业协会组成
的。据重庆市荣昌房地产开发协会会
长张远淑、重庆市荣昌区建筑业协会副
会长彭官玉介绍，近来，两个协会主动
作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先后调解购
房者与开发商各类纠纷4起，既维护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为企业减少了损
失。同时，两个协会还广泛开展调研，
积极参与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先后走

访辖区房地产开发商55家，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通过大量调查形成的调
研报告被业务部门采纳，为区政府调控
房地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过去，大多数镇街科协组织不完
善，基层科协主席一职空缺多、存在滥
竽充数的问题。通过这次改革，镇街、
社区、企业科协组织得到了健全，组织
根基进一步巩固。”王增辉介绍。通过
深化改革，促进了学会、协会和科普基
地建设。他举例说，这次改革明确，镇
街科协主席由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兼
任，一方面解决了兼职主席参加当地党
委会的问题，对党委部署的工作能第一
时间知晓，利于科协主动抓好落实。另
一方面，解决了长期以来基层科协职责
不明、任务不清、工作拖拉的问题。

“在市级科技型企业或科技工作者达
到30人以上的企业，我们都建立了科协
组织。”荣昌区科技服务中心主任田艳
说。哪里有科技工作者，就把科协组织建
到哪里，切实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

目前，荣昌区21个镇街全部实现了
基层科协队伍“3+1+N”模式，有73名镇
街科协“三长”，近5000名科普志愿者。
同时，在42家科技型企业建立了科协组
织，在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等5家事业
单位建立了科协组织，共建立了29家科
普基地。优化完善了27个农业技术协
会、26家区级学会（协会）。

完善保障制度

确保工作有效开展

“解决影响和制约基层科协发展
的问题，必须完善和健全经费保障制
度。”万中先说。多年以来，由于受经济
发展的影响，科普经费普遍存在与社会
经济发展不相称的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思想认识不
够、政治站位不高。在这次地方科协深
化改革中，荣昌区委明确，科技创新是
助力荣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实力
的重要支撑，要把科技创新作为荣昌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作为荣昌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动力源”，作为荣
昌科技企业强筋壮骨的“增强剂”。

“几年前，荣昌科普经费人均只有
0.6元，2018年已提高到了人均2元。”
荣昌区科协工作人员李婷婷介绍。根
据荣昌区政府预算安排，到2021年底
科普经费人均将达到5.5元。

“区委、区政府对科协工作大力支
持，我们必须用好每一分科普经费。”万
中先说。这些经费如何花？重点是保
障全区科普工作正常运转、支持企业科
技创新、建好科普基地等。

为此，荣昌区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和2200万元农牧高新专项基
金，支持科技成果在荣昌的转化；对认
定为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分别给予 100 万
元、30万元的补贴。

同时，荣昌区对工作开展扎实、作
用发挥明显的优秀科普基地、科普大学
教学点、学（协）会、企事业科协、农技
协、农技协领办人、农村科技应用示范
户等，符合条件的都给予项目支持。

随着荣昌区地方科协深化改革的推
进，科协围绕服务中心工作、助推科技创
新、助力乡村振兴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坚持党对科协的领导 夯实基层组织的根基
重庆市荣昌区科协加强党建带群建改革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代荣

▲在荣昌区，科普宣
传阵地随处可见。
◀荣昌区镇街科普宣
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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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万中先（中）深入基层调研，听取对科协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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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科协改革

上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