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开州高新区获批设立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见习记者
罗婧颖）日前，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重庆
开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8月31日，在开州
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高新区创建工作推动了开州科技创新产出
指数居渝东北首位，增幅居全市第一。该区将
以此为抓手，围绕“3+1”主导产业，全力打造渝
东北川东北创新高地。

开州高新区规划面积为8.33平方公里，按
照“一区三组团”进行空间布局。自2019年启
动创建工作以来，该区持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开州高新区已培育
科技型企业13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7家，今
年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5家；引进和培育
市级以上专业研发机构44个、科技服务机构48
个，独立法人研发机构10个，国家级、市级众创
空间（孵化器）、星创天地4家；62家企业与国内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奉节县上榜首批国家创新型县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实习生
王森孝）8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奉节县获
悉，科学技术部近日公布了首批创新型县（市）
验收通过名单，奉节县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
一的国家创新型县。

自2018年列入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创
建名单以来，奉节县围绕“科技支撑生态文明”
的主题，稳步推进创建工作。3年来，该县全面
完成国家创新型县创建设定的23项共性指标
和4项特色指标，经视频答辩、专家评审及综合
评议，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

3年来，奉节逐步形成以眼镜生产加工、清
洁能源开发、环保建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为
主的产业集群，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与创建前相比实现翻番；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到19家，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从9.7%增加到16.9%，带动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万元提高到2.1万元。

首届“专精特新”优秀企业家
评选投票启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9月1日，记
者从市经信委了解到，全市首届“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启动一个月以来，主办
方共收到248位企业家报名材料，有240人进入
网络投票环节，将从中评选出30名当选人。投
票时间为9月2日9∶00至9月8日17∶00。

此次评选活动主题为“渝企新锐，创业先
锋”，评选对象主要面向市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负责人
（包括企业创始人、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或总经理）。

进入投票环节的240名企业家所涉及行
业包括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环保
节能等，覆盖传统及新兴产业。

临近空间长航时大型太阳能无人机
“启明星50”首飞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
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3日，由
航空工业一飞院研制的“启明星50”大型太阳能
无人机在陕西榆林顺利完成首飞任务，飞机状态
良好，各系统运行正常，首飞圆满成功。

“启明星50”大型太阳能无人机是航空工业
研制的首款超大展弦比高空低速无人机，首次
采用双机身布局的大型无人机，第一款以太阳
能为唯一动力能源的全电大型无人机平台。该
机是一款能够在高空连续飞行的飞行器，其利
用高效、清洁、绿色、环保的太阳能，可长时间留
空飞行，执行高空侦察、森林火情监测、大气环
境监测、地理测绘、通信中继等任务。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林成）
为助力全球高水平半导体人才集聚，满足我市半导体
行业人才发展需求，今年9月-11月，2022“百万英才
兴重庆”博士渝行周暨第二届海内外半导体精英挑战
赛将在渝举行。9月1日，挑战赛报名渠道正式开启。

活动以“智慧半导体 迎接芯挑战”为主题，搭建
人才对接通道，吸引半导体人才加快向重庆聚集。为
此，本次活动将为参会人才免费提供机票、住宿、餐饮
等优质服务，通过游览重庆、参与竞赛、对接单位，让
参会人才实地感受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底
蕴和城市建设风貌。

此次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主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重庆高新
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重庆市半导体行业协会承办。

据介绍，今年，在延续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活动将
进一步创新。

具体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调整了参赛对

象范围，参赛选手的学历不再局限博士学历，这将为
大赛注入更多的智力。

本届大赛的赛制将采用“一会一赛”的形式，即半
导体专场大会和半导体精英挑战赛。

其中，半导体精英挑战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在赛道设置上，紧紧围绕“自主创新，自主命题”
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前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态势，分别
设置了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硅基光电子器
件与工艺设计、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与器件设计、声
表面波器件与工艺设计、异质异构集成与微系统五个
赛道，参赛选手将在这五个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

决赛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10万元；二等奖2名，
奖金5万元；三等奖4名，奖金3万元；优胜奖50名，
1000元/项目。

此外，参赛选手均有机会获得匹配市场化薪酬的
企业签约机会，综合薪酬每年可超过100万元，还有
机会获得行业天使投资。

海内外半导体精英挑战赛报名开始
为参赛者提供机票住宿餐饮，不再局限博士学历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9月3日，记者从
重庆大学获悉，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79
届世界镁业大会上，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联合广东国研、广东省科学院等单位完成
的“镁离子电池”项目，荣获2022年国际“镁未来技术
奖”。这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大教授潘复生团队
继2021年获得国际镁科学技术产品创新奖、中国深
圳高交会优秀产品创新奖后，在镁电池领域获得的第
三个重要奖项。

“众所周知，锂离子电池为信息产业、汽车产业和
当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锂电池存在着资源
短缺、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安全性差等问题。”重庆
大学国家镁中心镁电池研究团队黄光胜教授介绍，一
方面，金属镁成本远远低于锂的成本，但镁电池理论
能量密度和锂离子电池相当。另一方面，镁电池负极

不易生长枝晶，安全性高。因此，镁离子电池是最有
应用前景的下一代二次电池之一，被认为是电池工业
的潜在颠覆者。

黄光胜介绍，重庆大学是国际储能材料学会的
依托单位，有由潘复生院士领衔的众多国家级人才
为骨干的镁电池和镁储氢等储能材料研究团队，针
对镁电池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展开了系统基
础研究和重点技术攻关，在负极材料、电解液、装
备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功实现了正极、电
解液等关键材料的批量试制，开发出安时级镁软包
电池。

“大力发展与应用镁离子电池，可以有效缓解锂
资源紧缺的问题，对储能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新能
源汽车升级换代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市场价
值。”黄光胜表示。

重庆大学等单位镁离子电池项目
获2022年国际“镁未来技术奖”

8月31日，大足区复隆实验学校科技馆，学生正
在上科学课。该馆有各类趣味体验式科技展品和模
型，涉及天文、地理等六大学科。新学期到来，老师带

领学生来此参观航模飞机、体验操控机器人等，让学
生感受科学的乐趣。

重庆日报通讯员 黄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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