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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聚焦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长寿区科协注重发挥职能作用深化“四服务”

营造近悦远来环境 助力英才汇聚长寿
本报记者 淳于荟琳

InnoMatch全球平台上线

点睛科技点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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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法治知识精要》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西南政法大学 编著

选刊选刊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今年以来，长寿区科协在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
革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中，紧扣全区中心大局，以
增强科协组织“三性”为目标，以深化“四服务”为核
心，以营造人才环境为抓手，充分发挥科协组织职
能作用，在大力提升区科协综合能力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

压实改革试点责任
扎实推进调研工作

在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工作中，长
寿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为组长，区相关领导为副组
长，区科技局、区科协等为成员的长寿区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措施。对照改革实施方案，完成时限要求，分解细化目
标任务，压紧压实牵头部门主要责任，形成改革合力。

主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推动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联合梁平区、垫江县和四川省
邻水县、达川区、大竹县、开江县签订《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垫江县科
协、垫江大石乡签订《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合作协议》。

组织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的科技工作者围绕
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课题，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活
动。区科协政协委员先后组织开展专题调研2次，开

展专题视察2次，撰写提案4件，社情民意2件；加强
与人大代表中的科技工作者联系，组织撰写议案8
件，其中乡村振兴方面5件、青少年科普教育2件、企
业科技创新1件，充分利用市、区“两级”平台，积极建
言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力实施育才计划
引导人才聚集长寿

“成立专家服务团补充了我们的工作力量，提升了我
们的能力水平，为区科协开展系列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
智力和人力支撑。”长寿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程涛说。

为此，长寿区科协先后吸纳各行业专家59人，成
立农业、工业、健康、教育“四有”专家服务团，充分发
挥本土人才作用。在区科协的组织带领下，围绕农业
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油菜春管及菌核病防治、红薯栽培
新技术、大实蝇防治等方面的培训30余场次；围绕生
命健康，组织健康专家服务团成员深入机关、社区、农
村开展健康知识讲座20余场；围绕工业、教育热点难
点问题，组织专题调研5次。

区科协在引进高端人才上狠下功夫，创新建立院
士团队创新中心，联合区委组织部等七部门制定出台
了“长寿区院士团队创新中心管理办法（试行）”，积极
引导两院院士和外籍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向长寿集聚，
助力长寿产业发展。大力实施“十万英才聚长寿”育
才计划，持续打造近悦远来科技人才生态。

充分利用市科协各类资源，联系对接重庆市科技
经济融合专家服务队，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帮助解决
辖区蜂糖李种植等农业产业发展难题3个，促进了农
业增产增收。长寿生态鱼成功申报2023年中国农技

协科技小院，实现了全区科技小院零突破，长寿清迈良
园学生生存体验教育基地成功入选首批重庆市中小学
校外科普特色基地。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广泛性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
日等活动，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基层一线开
展科普宣传、技术推广、精准对接服务和专题调研活
动，促进产业共性问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资
源共享，助力高质量发展。组织开展长寿区2022年
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给全区人民献上了一场丰富多彩
的科普盛宴。积极开展青少年科教工作，加强与区教
委等部门合作，组织中小学校参加全国、全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长寿区共有34件作品获奖）、科学素
养大赛、机器人大赛、STEAM科创大赛、科幻征文大
赛，助力提升长寿区人民科学素养。

区科协依托重庆市院士科普讲师团，邀请讲师团
到中小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区科协圆满举办了中国
流动科技馆走进长寿区巡展活动、2022科技教育乡村
行（重庆）活动启动仪式，组织发动一线科技工作者开
展以小发明、小技改、小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竞赛，
举办首次“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树活动，进一步提升了
本土科技工作者使命感、荣誉感、获得感。

程涛表示，通过推进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
区试点工作，加强了各责任单位对科协工作的高度重
视；高规格、高质量举办多项重大活动，让科协的工作
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同行的认同，以及科技工作者的
点赞；分众化、多渠道的科普宣传，让科协是什么、有
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近年来，中联
智慧农业峨桥示范
基地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对传统水稻
生产进行数字化改
造，形成水稻的标
准化、科学化种植，
实现节肥、增产、提
质等目标。图为中
联智慧农业峨桥示
范基地内设立的自
动灌溉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童容）近日，铜梁区在少云镇
少云村建起了一排排蓝晶晶的光伏板，此项目是渝
西地区最大的山地光伏发电场。

据介绍，该项目配备了容量1.5兆瓦的光伏发电
场，约2800块光伏板，全年可发电超过110万千瓦
时。光伏系统发电采用全额上网模式，通过10千伏
少长线进行二次分配，优先供给少云村或周边村社
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同时配置的860千瓦时储能系
统可实现光伏电站的黑启动，当电网停电时由储能
和光伏同时给用户供电。

近日，InnoMatch 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在上
海正式启用，标志着技术市场3.0时代的开启。

InnoMatch 全球平台具有四网合一，形成“天
网”（科创资源数字化）、“地网”（网罗各地科创资
源）、“生态网”（汇聚全链条合作伙伴）、“产业网”
（聚焦科创资源产业化）四大功能。目前，该平台已
完成了 16 个产业图谱，储备了 1300 万个技术关键
词、94 万条国内科技成果、800 多万个欧美成果数
据，联通全球50多个国家400多万家科技型企业。

据了解，该平台实现了一键发布技术需求及成
果，支持分类查找，智能匹配信息，精准对接资源，
已上线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制造、
绿色低碳、现代农业、汽车工业、可再生能源、航空
航天9大行业社区。

InnoMatch全球平台，创造了“人人都是技术经
理人”的开放理念，实现了技术端、人才端、资本端
和服务端全链条参与供需匹配，为
技术资源储存、技术交流、技术转
移构建起可查、可用、可交流的“朋
友圈”。

铜梁：建山地光伏发电场

一、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

1.新颖性。新颖性是指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
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
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

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2.创造性。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

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
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实用性。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
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二、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
文件中。

2.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
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3.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
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