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任务申报启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日前，工信部
在全国范围内开启2021年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任务

“揭榜挂帅”申报，我市符合要求者可在11月15日
前可向市大数据发展局报名。

此次“揭榜挂帅”工作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等3类创新任务。
具体而言，包括高性能云端人工智能芯片、高性能
边缘端/终端计算人工智能芯片、智能传感器、机器
翻译系统、三维图像身份识别系统、智能语音交互
系统、自动驾驶虚拟仿真测试平台、人工智能训练
资源库、人工智能安全检测平台等多个方向。从事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服务的相关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均可申报。

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渝揭晓
重庆籍90后女作家获新星金奖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凌漪）日前，第十二
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在重庆揭晓，谢云宁的《穿越土
星环》、程婧波的《去他的时间尽头》、顾适的《〈2181
序曲〉再版导言》分别获得2020年度最佳长篇小
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金奖。重庆籍90后青年科
幻女作家段子期获得2018-2020年度新星金奖。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始创于2010年，致力于
从全球范围内发掘、评选和奖励优秀华语科幻作
品、作者、翻译者、评论者、绘画者、出版者和相关从
业者。

本届星云奖由市新闻出版局、市科协指导，海
南壹天视界科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都时光幻象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主办。

渝企与国家电投科研院签署战略协议
共同打造石墨烯高科技产业集群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重庆信
合启越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打造
石墨烯高科技产业集群。

据悉，双方将以重庆信合启越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石墨烯膜电催化水处理技术及设备产品为切
入点，通过技术研发、生产基地建设、大型储能电
站、水处理工程项目实施等全方位合作，推动新材
料、新产品的快速落地。而在面向储能、环保、医
疗、新材料等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方向，双方
将加速形成科技含量高、市场规模巨大、产业带动
性强、社会效益显著的石墨烯高科技产业集群，为
科学城的建设发展作出进一步贡献。

澳研发新型显微镜载玻片
快速识别癌细胞

据新华社悉尼电（刘诗月）澳大利亚乐卓博大
学研究人员近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他
们借助纳米技术对传统显微镜载玻片进行改造，研
发出一种新型显微镜载玻片，可以更加快速精准地
识别出癌变细胞。

据了解，研究团队借助纳米技术，对载玻片的
表面进行了纳米尺度的改造，使研究人员可以操控
光线与细胞组织的相互作用，癌变细胞会直接呈现
出与健康细胞不同的颜色，检测效率和精确度都大
大提高。

目前，研究团队正与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心
合作，对这种新型载玻片进行测试，用于辅助诊断
早期乳腺癌。研究人员希望这一技术能够成为现
有组织成像方法的有益补充，并应用到更多癌症的
早期检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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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第十
三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在重庆科技馆举
行。受疫情的影响，本届论坛主要采用线上直播
方式，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场馆、中小学的专家学者、科技教师和场馆教育工
作者超过10万人次参与。

本届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重庆科技
馆承办，包括主旨报告、3个分论坛和“30+论坛”。
主旨报告邀请了3位来自科学教育研究、科技场馆
实践和学校科学教育实践等领域的专家，围绕科
学教育校内外融合、馆校结合高质量发展、馆校结
合经验等主题展开讨论，立足新时代、新背景，探
讨馆校结合科学教育的创新发展。

3个分论坛以小型交流讨论会的形式，组织与
会嘉宾围绕“新时代馆校结合与信息化实践”“科
学家精神培育与馆校结合创新实践”“科技场馆赋
能学校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进行深入交
流。

“30＋论坛”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科技场馆领导

和学界专家，就“双减”政策下科技场馆教育功能
的进一步发挥等多项议题开展探讨，会后还将形
成专项报告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

本届论坛还收到81篇论文投稿，经过专家严
格评审，最终遴选44篇论文收入论文集，其中最佳
论文5篇，优秀论文15篇。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平表示，科学教
育需要变革教育方式，兴趣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
严谨求实的科学探索精神。在新时代新要求的背
景下，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培养，离不开
探索性的活动和课程设计，因此，结合科技馆资源
和学校资源开展非正式科学教育显得尤为关键。
科技馆是青少年创新科学教育的重要基地，馆校
结合科学教育可以模拟探究的过程，引入参与感
强、有探究的教学方式，让探究式教学成为学生学
习科学的重要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科技创新
中来，给学生创造动手条件，经历合作与探究的全
过程，学习良好的学习方法，具备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
者 张亦筑）健康教育、疫
情防控、垃圾分类、防诈
骗、文明礼仪……在位于
荣昌区昌元街道桂花社
区，居民在街上行走，也能
学习丰富多样的科普知
识。日前，记者从荣昌区
科协了解到，作为全国科
普示范社区，桂花社区打
造了500米长的科普一条
街，进一步将科普融入居
民日常生活，打通科普连
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科普一条街
上有52块活动式科普展
板，还有4处科普宣传墙，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各种科
普知识。“通过各个部门资源整合，我们会定期更
新展板内容，让居民学习到最新的科普知识。另
外，我们还会按需更新，比如居民对健康知识的需
求特别高，我们就会联合卫生部门、医疗机构的科
普志愿者，提供居民感兴趣的内容。”桂花社区党
委书记杨正强说。

不仅如此，科普一条街附近还建立了一体化科
普服务平台——科普驿站，包括了科普活动室、科
普馆、科普书屋、社区科普大学教室、新时代文明实
践小院讲堂等场所，其中科普书屋内放置了3340
余册图书，科普馆内购置了VR游戏、体感游戏、血
压检测等多种科普体验设备，让不同年龄层、不同兴
趣爱好的居民都能享受科普带来的乐趣。

“我们还以社区党员和居民骨干为主，建立了
一支科普志愿者队伍，组织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
为居民传授知识和技能。”杨正强介绍，比如，他们
创立的“桂花社区巧手屋”品牌活动，科普志愿者
结合地方特色，教居民用荣昌夏布制作香包、玫瑰
花等手工艺品，提高社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深受居民欢迎。

“社区里‘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科普氛
围越来越浓了，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多活动，很
有乐趣，还能学到不少东西。”社区居民刘阿姨说。

杨正强表示，下一步，社区还将不断更新科普
设施设备，打造更多科普品牌活动，更好地满足居
民的科普需求。

荣昌科普一条街

让科普知识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荣昌区昌元街道桂花社区科普驿站，居民正在科普馆里体验VR。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第十三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举行

线上参与者超10万人次

（上接01版）
李应兰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年会的举办

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院士专家
和有关部门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江津将以承
办本次年会为契机，不断深化与各界各类科技组
织的战略合作，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高标
准、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片区，助力
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开幕式上，重庆市科技经济融合专家服务队
与江津区科技局现场签约，“重庆市江津区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正式授牌成立。主论坛阶段，江
欢成、蒋剑春、陈俊龙和高新波分别作了题为《建
筑设计创新与城市更新实践》《碳中和背景下生
物质资源的发展机遇与应对策略》《人工智能赋
能下的智能柔性制造大数据理论与方法研究》

《大数据安全与人工智能的可解性问题》的主题
报告。

11月21日下午，中国·重庆（江津）第三届富
硒产业发展大会暨2021重庆市科协年会富硒产业
发展论坛、消费品产业发展论坛、大数据智能产业
发展论坛3场分论坛同步举行。此外，在“院士专
家与中学生对话”活动中，蒋剑春、高新波、重庆大
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周小元教授走进江津田家炳
中学，围绕“我的科学观”“我的科学路”“我的科学
梦”与中学生进行了现场交流。

年会期间，主办方还举行了“科创中国”院士
专家服务队江津行、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专场报告
会、“院士专家进校园”科普讲座、无人机科普表演
活动等活动，组织编印了《2021重庆市科协年会
（江津）决策咨询报告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