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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英才·创新
领军人才,现任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处（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处长、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
济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获重庆市政府发
展研究奖一等奖1项，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奖三等
奖1项，重庆市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1项。

近日，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重庆市高
质量发展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919.21亿元，占全国
的比重为6.5%，占西部地区的比重为30.8%；比上
年增长8.5%，高于全国水平0.4个百分点。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出了一份“强势开局”的精彩
答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如火如荼的背后，离不开规划部门和区域经济
学者们多年来的群策群力。而这当中就有重庆工
商大学科研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处长、主任任毅
的辛勤付出。

2015年，她和导师廖元和共同研究了成渝城市
群重庆组团的划分，被国家发改委采纳，为制定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供了决策参考；2020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她主持完成了
两个相关的省部级课题，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过程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提到区域经济学，很多人可能觉得十分枯燥乏
味，但对于任毅来说，研究区域经济学近20年来，
她一直乐在其中。

为什么研究区域经济学？这还得从头说起。
1998年，任毅考入重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刚

开始接触经济学就被深深吸引。在她看来，经济学
是“经世济民”之学，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是历代中
国有志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崇高思想境
界。她期望未来能用自己所学，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

为此，她苦学不辍，勇攀知识高峰。2002年，
任毅被保送重庆大学研究生。2008年，她考入西
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2013
年，她进入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多年来，为更好地为国家献策、为社会思考、为
人民发声，任毅的脚步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做科研虽苦，成果却甜。

令她记忆尤深的是2017年围绕国家级新区建
设成功申报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
于合作博弈理论的国家级新区产业分工与价值链
重构研究”。“项目研究对象涵盖19个国家级新区，
地域范围广，系统数据少，研究难度大。我们整个
研究团队通过走访、调研、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数
据，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高温酷暑，团队成员的脚
步未曾停歇，有的人甚至几个月都没空回家。虽然
辛苦，但是看着项目进展顺利，我们都非常开心。”
任毅笑着说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任毅带领研究团队
提出了国家级新区产业分工与价值链重构的五个
机制和五个路径，为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决策
参考。

近年来，任毅重点围绕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三峡库区、国家级新区等开展研究，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项

目等20多项。主持撰写的1份决策建议获得
正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6个研究报告被

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室、重庆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市级部门或区县政

府采纳应用。
“接下来，我即将开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融入双循环价值
链的机制与路径、‘双碳’目标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现
代化的对策研究等，用区域经济
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国家经济
发展赋能。”任毅说。

杨延梅，教授，重庆交通
大学河海学院环境给排教
工党支部书记、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主任、“四有”
好老师，重庆市环境科
学学会副秘书长，重庆
市最美科普志愿者、
重庆市三八红旗手、全
国科技报最美基层科
普带头人、北京中交百
万伯乐奖获得者。主持
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 10 余项，获授权国家专利
17项，志愿服务大众，连续5年获
得全国环保科普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近年来，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一些低碳生活的宣传标
语，提醒着人们要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建设美
好家园。环保理念能够不断深入人心，离不开
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环保卫士”。重庆交通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课堂教学质量优秀
等级教师杨延梅正是这样一位低调的践行者。

作为环境科学方面的专家，杨延梅从
2000年来到重庆交通大学开始，就先后担任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大气污染控制》《水
污染控制工程》《水工程法规》《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生态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主讲任务，出版
了43.9万字的《交通环境工程》教材，获得了多
个教学改革成果奖。更为难得的是，除了在日
常教学中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外，杨延梅十分
注重环保方面的科普宣传工作。

“近几年环保事业越来越好，能够发挥作
用、作出贡献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能够服务
社会，报效祖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自2017年开始，杨延梅就连续组
织环保小分队和志愿者将环保知识、环保理念
带进学校、带进儿童之家、带进社区、带进农村
广为传播。由她提出的科普创新形式——“环
保课堂”已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推广，是我国
生态环保科普宣传的一张名片。

“疫情期间，环保科普方式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在遵循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原则下，对宣
传形式也做了一些灵活调整。”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背景下，杨延梅和团队灵活运用“线上、
线下相配合”“集中、分散相结合”的科普方式，
先对志愿者们进行指导培训，再由志愿者们将
科普知识带至各自所在的街区、乡村等，在满
足疫情防控条件的基础上，带动周边群众学
习，确保防疫与科普两不误。

当下，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营
造良好的碳达峰、碳中和社会氛围尤为重要。

“碳达峰、碳中和涉及我们社会的各个领
域，会给未来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最近，在重
庆市“女性与创新”论坛上，杨延梅从环保课堂、
碳达峰碳中和知多少、环保科普助力碳达峰碳
中和三方面对“双碳”理念进行了全方位宣传。
目前，杨延梅和团队正在就民众对碳达峰碳中
和基本概念与低碳生活理念了解情况进行相关
调研。她表示，她和团队会借助国家级、市级大
型环保公益活动等，结合灵活创新的科普形式，
持续推进与民众低碳生活相关的科普活动，推
动低碳生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积极言传身教、悉心培训指导，因杨延梅
的努力而受益的本科生至少有数百人，研究生
已有50余人，部分学生还获得“全国百名最美
生态环保志愿者”等各种荣誉。她播撒下的一
颗颗绿色环保的种子已然有了收获。在取得
的荣誉和成绩面前，杨延梅没有骄傲和自满，
她只是淡淡地说道：“作为一名教师党员，我只
是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好书，带
好学生，做好科研科普工作。”她以谦卑低调的
心态、坚定务实的作风，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
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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