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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背后的“重庆造”“黑科技”

科技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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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版02

重庆将打造
全国一流的数据集聚洼地和利用高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月11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聚焦
长江上游重要特色物种，着力打造国际
领先动植物种质创新中心，力争用5-
10年建成长江上游最大种质资源库
（圃）。

据介绍，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由西南大学联合国内外
高校、科研机构建立，是集长江上游种
质资源发掘、收集、保护、创制与利用为
一体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

据了解，该中心一期占地2万平方
米，首期入驻的有蚕、青蒿、杨树3个物
种，后期将陆续开展柑桔、水稻、油菜、
棉花、马铃薯、甘薯、罗非鱼、茶树、黄连
等物种创制研究。

“入驻中心的都是与老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物种。”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首席科学家、西南大学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任夏庆友教授介绍，长江上游（西部
地区）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中
国大约70%的物种来源于这里，首批
入驻的物种是中心的“排头兵”。在中
心未来五年的创制计划中，将力争完成
家蚕全基因组创制，创制新素材1万余
份；建成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杨树基因编
辑突变体库，创制具有育种价值的基因
编辑遗传素材；建设青蒿种质资源库、
构建覆盖青蒿重要经济性状的突变体
库和萜类生物合成元件库等，从而为示
范物种高产优质和高附加值新品种的
选育和产业化推广应用奠定基础，推动
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2021年中央审议通过《种业振

兴行动方案》，启动新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种质资源普查，并推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应用试点和种源核心关键技
术攻关。”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在
启动仪式上介绍，种质创新是通过先
进的遗传学手段，利用先进生物育种
技术，培育革命性新品种，支撑产业迭
代升级。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的核心
战略任务为资源保护、资源数据化和

规模化种质创制与应用，研发种质创
制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其将重点建
设“五库四平台一中心”，强化生态环
境保护、顶尖人才培育和产业转化功
能等，努力建成一流装备、一流技术、
一流团队、一流产出、一流应用的“五
个一流”国际领先动植物种质创新中
心。

据了解，中心将按“一核多园”模

式规划，总共培育 50个物种的新品
种，力争5-10年建成长江上游最大种
质资源库（圃），建设国家种业创新高
地，创制出上万个模式物种突变品系、
上千个生产实用品系、上百个对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品
种，培育3-4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
市种业企业，形成种质创制千亿级产
业集群。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正式运行
5-10年建成长江上游最大种质资源库（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近日，《重庆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年）》（下称《规划》）出
炉。根据《规划》，2025年，我市将力争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从2020
年的57.24%提升到100%；全市新建
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将超过
70%。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
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
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质量建筑。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共有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
居等五大性能指标，由高到低划分为三
星、二星、一星和基本级。

根据《规划》，未来四年，我市将以
提升绿色建筑建设品质、提高新建建筑
能效水平、推动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
融合发展、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等为
抓手，积极推动全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
展。

为此，我市将完善绿色建筑相关
标准，推动星级绿色建筑、绿色生态住
宅小区建设，力争2025年末，全市城
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00%。

不仅如此，我市将以广阳岛、科学
城、智慧园、艺术湾、生物城等为重点片
区，开展高质量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引
导建筑绿色低碳规模化发展。到2025
年末，绿色生态城区内实现新建绿色建
筑面积比例达到100%。上述绿色生
态城区中，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的面积
比例达到40%，三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的面积比例应达到5%。

此外，我市还将以区域集中供冷供
热为重点，在悦来生态城、仙桃国际数
据谷、广阳岛、九龙半岛等重点区域发
展分布式能源，并将推进城镇新建公共
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应用太阳能光

伏。
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我市将积极开展超低能耗建筑
工程示范，探索近零能耗、低碳（零碳）
建筑试点，研究建筑活动碳排放清单编
制方法，探索实施建筑碳排放评价标识
制度。

为加快绿色建筑推广工作，《规划》
还要求，严格按绿色建筑及其指标要求
进行竣工验收，组织开展绿色建筑专项
督查，完善绿色住宅购房人验房指南，
适时将住宅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相
关指标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重庆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出炉

力争2025年全市城镇新建建筑100%为绿色建筑

日前，西
部（重庆）科学
城种质创制大
科学中心，科
研人员正在观
察毛白杨的组
培 苗 生 长 情
况。

重庆日报
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