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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帮海）近日，笔
者从大足邮亭工业产业发展中心了解
到，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快实施市委“一号工程”，该中心
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措并举打
造川渝最优园区服务品牌。

秉承“1223”服务机制。坚持以服务
企业为宗旨，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业
事当自己的事，企业围墙内的事帮办、围
墙外的事包办，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
周到，打造让企业最舒服的营商环境。

精心奉上“3份”手册。从签约之
日起，该中心即为企业送上精心筛选的
保驾护航的安全环保手册、诚意满满的
建设推进手册和“面馆、餐馆、茶馆、宾

馆”生活手册，为企业实现少跑路、目标
明、建设快、生活惬。

推行“4个1”服务机制。该中心
“推行项目手续跑一趟、园区专员服务
一条龙、提前介入一键通、政策兑现一
会制”，全力打造政府负责跑政策、部门
负责跑要素、园区负责跑手续、企业只
负责跑工期的最具诚意的服务品牌。

据了解，自创新工作机制以来，邮
亭工业产业发展中心各项工作取得质
的提升。一年内，思也其汽车零部件项
目实现从开工建设到设备安装到位，槿
沐环境、顺博环保项目实现从开工建设
到主体结构施工，实现“当年签约、当年
投产、当年见效”。

本报讯（记者 刘亚兰 通讯员 张
小伟）近日，在浙江省兰溪市举行的
2022年度国际镁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
上，位于万盛经开区的重庆昱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的“可溶镁合金制品
在页岩油气开采中的开发及应用”项目
荣获“年度创新特别贡献奖”。

据了解，国际镁科学技术奖由国际
镁学会和《镁合金杂志》于2020年设立，

旨在促进镁及镁合金的发展和应用。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近年来，重庆昱华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团队围绕“轻量化、集成化、智
能化”，开展石油页岩气开采用可溶镁
合金高效压裂基础研究，实现低层错能
高匹配性合金设计及其高效压裂基础
件制备，降低了施工风险，确保了人身
安全。

人物简介>> >>
张现伟，中共党员，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优质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
士，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
员，重庆品种审定委员会水稻专委会
委员，重庆市遗传学会理事，重庆市级
科技特派员，重庆市人社局专家服务
团领衔专家，《南方农业学报》青年编
委、审稿专家，《杂交水稻》特邀学术编
辑、审稿专家。先后主持（主研）省部
级科技项目21项，培育水稻优质亲本
10 个，选育耐高温伏旱优良品种 18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获授权
发明专利11项，制订重庆市地方标准
3 项，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神农中华农业科技二等奖1项。

邮亭工业产业发展中心：

创建川渝优质园区服务品牌

重庆昱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获国际镁科学技术创新特别贡献奖

辐射引领辐射引领
建立面向世界的优化与控

制领域研究中心

“渝港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围绕最优化与控制领域开展
科学研究，其目标是全面提升数学
学科的整体研究实力和人才培养水
平，并注重理论服务于社会的能
力，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做贡献。

该中心经过多年建设，于2021
年3月成功申报了经科技部和教育
部联合批复成立的“最优化与控制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基地负责人杨新
民教授是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主
任、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该基地自成立以来，以“立足西部，面
向世界”的国际发展思路，强化与信
息学科及工程管理的交叉融合及协
同创新，对重师的数学学科发展起到
了关键作用。

目前，基地聘用了20余位专家
进行学术讲学和交流，引进了2位
国家级特聘专家，联合招收培养了
30名研究生，并在国际一流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 10 余篇合作研究成
果。该基地已经成为我国西部最重
要的优化与控制领域的国际交流中
心和研究中心，并将继续发挥辐射
和引领作用。

依托平台依托平台
让冷门专业热起来

从《盗墓笔记》等热播考古剧到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在众多“考古热
点”加持下，近年来，一度冷门的考古
学逐渐走向公众视野。

作为目前重庆地区唯一的考古

学博士学位授权点，重师和俄罗斯科
学院西伯利亚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
所、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学合作建立
中俄科技考古研究所海智工作分
站。主要开展西伯利亚考古、中俄古
代文化关系研究、科技考古技术创新
与推广等合作。

依托该研究所海智工作站，
2015年，重师师生远赴西伯利亚开
展考古学田野实习，在全国率先开启
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境外考古实践。
该项目还获评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
大学“国际合作办学贡献奖”。

除此之外，重师历史与社会学院
还进一步扩大与日本、越南合作，建
立山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
心，南亚、东南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心，在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
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国和东南亚冶金
技术的起源与传播，中国与南亚、东
南亚古代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与传
播，文物保护智能化，三峡考古研究，
西南山地先秦时期文明进程等方面
开展研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和
Science Bulletin 等顶级期刊发表
了相关研究成果。

招才引智招才引智
推动昆虫生物领域创新成

果落地

2007年，重师与美国加州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共同组建的中美媒介昆虫研
究中心成立。作为重师海智工作站
重要组成部分，该中心结合学科特
点，在昆虫生物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
果。

“自中心成立以来，学术队伍、平
台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都得
到了很大发展。”重师海智工作站负
责人说。

近年来，中心广纳海外优秀人
才，外方教授也从美国扩大到英国、
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等地，提高了
中心国际化程度。

在科研领域，研究组成员以中美
媒介昆虫研究中心平台为依托，在媒
介昆虫分类学和进化，医学昆虫基因
组学及其控制，传粉昆虫生物学及其
利用、木虱及柑橘黄龙病四个特色鲜
明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
果。申请主持科研项目100余项，其
中，国际项目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与面上项目20余项。

合作交流合作交流
助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重师特殊教育学院的一间教
室里，前来诊疗的一些孩童正以与众
不同的方式感知着这个世界。他们
伴有常见的发育障碍，或是社会交往
障碍，或是语言、听力障碍，或是行为
方式刻板重复等症状。

重师特殊教育专业依托特殊教
育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学术交流
平台，秉承“开放、合作、交流、融通”
的学术研究理念，近年来与国内外特
殊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研究团队和单
位展开密切的合作交流。

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着教师
专业的特殊性，因此，特教教师不仅
需要具备教学的基本能力，还要掌握
与特殊儿童康复相关的知识技能。
基于“教康整合”这一理念，该中心还
与环太平洋特殊教育研究会、海峡两
岸融合教育研究会开展合作研究，并
先后与中国台湾多所学校签订合作
协议，建立校际交换生联合培养机
制，同时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
校、捷克帕拉茨基大学等建立教师互
访机制，形成人才培养和教学研究共
同体。

张现伟：

让重庆人吃上本地产优质稻米

张现伟（左二）与科研团队成员在田间查看优质水稻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重庆海智工作站走 进
主办：重庆市科协国际合作部

重庆师范大学海智工作站：

打造招才引智立交桥

■ 依托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重庆师
范大学（以下简称“重师”）海智工作
站下设“渝港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研
究中心”“中澳优化研究中心”“中美
媒介昆虫研究中心”“中俄科技考古
研究所”“中匈水处理联合研发中
心”““特殊教育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斯里兰卡研究中心”多个海智工作
分站。

■ 借助海外人才、海外智力的优势，
各分站与海外智力联合申报成功
了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国际（地
区）合作交流项目等多项国家级
项目，合作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
学术期刊发表100余篇。

■ 组织教师前往国外大学和研究机
构进行访学和科研合作。目前，
有海外留学及工作经历的教师达
300余人，学校与国外高校联合
培养学生400余人。

□记者 魏星

重师是我市中外人文交流特色
高校。

近年来，该校高度重视海智工作
站的建设，积极搭建国际化舞台，与
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培养、合作
科研、师生互访等合作与交流，将国
际化发展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高度，
积极探索引才新模式、破解人才困
局，打破项目、人才的区域限制，探索
出了一条“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
所用”柔性引才思路。

□记者 刘代荣

4月的海南陵水，海风拂过，稻浪
滚滚，连片的水稻泛着金黄，静静等待
收割。

此时，在位于海南省陵水县英州
镇的重庆南繁基地，重庆市农业科学
院优质稻研究室主任张现伟望着即将
收获的优质稻种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每年的3月和4月，我们都要来
重庆南繁基地开始为期半个月左右的
水稻新材料生态筛选与收种环节。”张
现伟说。

海南被誉为“育种天堂”，这里温
暖的气候，可以实现喜温农作物的加
代繁殖，使水稻的育种周期缩短三分
之一至一半以上时间。张现伟与同事
们一道，像“候鸟”一样每年准时来到
重庆南繁基地开展水稻育种筛选等研
究，然后把优良的水稻种子带回重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正是
有大量张现伟这样的农业科研专家长
期辛勤工作，让千千万万重庆人民吃
上了本地产可口清香的优质稻米。

结缘水稻

在稻田和实验室里寻求快乐

与重庆有缘，与名师有缘，与水稻
有缘。“在重庆这方热土上，我收获了许
多。回想起来，令人欣喜。”张现伟说。

2006年，张现伟从河南考入重庆
大学。从北方到南方，最大的不适应
是饮食习惯，河南的主食以面食为主，
重庆的主食以大米为主。而正是一个
很少吃大米的河南小伙子偏偏喜欢上
了研究水稻育种。

“喜欢上吃大米饭，还有一段佳
话。”张现伟告诉记者，在重庆大学有
一位知名水稻专家郑家奎，他不仅是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还是农业农村部超级稻研
究与示范推广专家组成员。在郑家奎
的影响下，张现伟师从名师，从此与水
稻结下了不解之缘。

米饭的口感品味好不好，不仅与
水稻产地有关，还与水稻的品种息息
相关。那时，张现伟就立志要认真学
习水稻良种培育技术，培育出适合重
庆人自己口味的优质水稻。

“第一次走进试验田，看到各种陌
生的水稻，才感到水稻品种如此之多，
其中的奥秘不少。”张现伟说。

张现伟坦言：“不是所有的水稻都
能繁殖，都能育出优质的品种。”随着深
入的学习和研究，他认识了水稻不育
系、恢复系和保持系。不育系为生产大
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
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

来生产杂种优势强的三系杂交稻种子。
白天，张现伟一头扎进稻田和实

验室里，观察水稻雄性取粉情况，记录
日照长短和温度高低对水稻育种的影
响。晚上，张现伟在灯光下，认真阅读
水稻知识的书籍。

日复一日做同样的工作，容易让人
感到厌倦和疲劳，但对张现伟来说却有
自己的克服办法。“慢慢地，我发现水稻
不仅能生产出好吃的大米，还有很多学
问和研究空间，从枯燥乏味的田间工作
变成了在实验室工作，进入了自己思考
与实践的农业科研领域，所有的寂寞就
会烟消云散。”张现伟说。

每当自己的辛苦得到导师的表
扬，科研进步得到了同行的认可，那一
刻张现伟内心就无比高兴，快乐伴随
着稻香日益倍增。

技术创新

探求适合重庆种植的优质水稻

2009年，张现伟以优异的成绩从重
庆大学毕业，进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简
称市农科院）从事水稻遗传育种工作。

“市农科院渝优水稻科研团队首
席专家李经勇研究员利用稗草基因导
入水稻创制的远缘杂交型复粒稻取得
了可喜成绩，对我后续科研帮助很
大。”张现伟说。

远缘杂交是不同属间甚至亲缘关
系更远的物种之间的杂交，运用到水
稻育种上具有重要意义。张现伟对这
种既能提高着粒密度又具观赏性的水
稻新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
向市农科院申报并立项了远缘杂交型
复粒稻科研项目。

张现伟介绍，这是他工作以来主

持的首个科研项目。为了顺利推进科
研项目的实施，张现伟专程到海南重
庆南繁基地，日夜蹲点在科研一线。
一天下来，炙热的阳光烤红了他的脸
庞，海风拂过时还瘾瘾作痛。

在海南重庆南繁基地的40多天
里，张现伟的脸晒黑了，人也瘦了。他
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重
庆创制了2粒、3粒、4粒、5粒等籽粒不
同簇生型复粒稻材料的基础上，成功
完成了2个复粒稻构图群体的取样、调
查、统计、评价工作，研究成果在《植物
学报》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技术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不同簇生型复粒稻的成功给了张
现伟极大的鼓舞。他说：“复粒稻研究
让我走进了水稻科研的大门，进而又
对团队自主创制的带有稗草有利基因
的水稻不育系——‘渝819A’产生了
兴趣。”他结合重测序等生物新技术应
用，从生理生化和遗传特性上挖掘了
其光合效率高的特性，该项研究获得
了重庆自然基金项目支持。

水稻远缘材料研究的成功，让张
现伟实现了从一名研究生向水稻科研
专家的转变。

“十二五”以来，两系杂交水稻在
重庆稻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重庆
两系杂交水稻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市
农科院此项探究还是一个空白。张现
伟瞄准了这一新研究领域，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填补空白。

“他年轻有活力，爱动脑筋、喜欢
独立思考。”市农科院研究员李经勇如
是评价张现伟。

2014年，在市农科院李经勇研究
员等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张现伟正式
启动了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科研项目。

“当年，项目启动后，没相关技术储
备、没种质资源、没配套设备、没团队、
没项目支持，唯有激励和自信。”张现伟
回忆当时领受任务情景时说，重庆气候
条件复杂，能不能成功心里没底。

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张现伟很
快提出了“生态育种、优质育种、高效育
种”的育种思路，并开始阅读大量介绍
两系杂交水稻育种方面的书籍、查看相
关文献、实地考察学习。但他发现有些
现成的技术模式并不适合重庆生态水
稻育种，于是决定在生态育种的整体思
路下，对两系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体系进
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从不育系、恢复
系、新组合选育再到新组合制种，甚至
在再生稻筛选和种植等方面都进行了
相关系统的思考。

几年下来，张现伟的研究获得了成
功，在两系稻技术创新上获得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8项，完成了我市生态气候下
两系杂交水稻育种体系的再构建。

同时，在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上，鉴于
重庆水稻生长前期寡日照的特殊生态和
低氮种植习惯，选育了前期宽叶、后期卷
叶的动态型新材料，破解了寡日照低氮
种植下两系稻优势不强的难题。2018
年，两系杂交水稻育种团队获首批入选
市农科院“十大青年创新团队”。

2022 年，重庆出现罕见极端高
温。张现伟带领团队冒着酷暑对1000
余份水稻资源在田间逐个剥壳筛选评
价，筛选出了一批水稻灌浆结实期高温
伏旱胁迫下结实率高、稻米品质优的高
温钝性优质新材料，找到了解决重庆高
温伏旱区破解低海拔区米质差这一难
题的希望，以及可行性和技术途径，该
项研究也获得了市农科院2023年度重
点基础研究项目的立项。

科技服务

让新技术在巴渝大地开花结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稻米
不仅要求品质好口感好，还要绿色健
康。如何实现水稻优质高产？首先要
选良种。”张现伟说。

前不久，一场科技下乡服务在巴
南区姜家镇举行。张现伟在现场为群
众进行了优质水稻品种的选择及绿色
种植技术培训。这是他深入农村一线
开展科技服务的一个缩影。

科技服务农业是科技工作者的使
命。“作为一名专业从事优质水稻研究
的科研人员，就是要把最先进、最优
良、最适合重庆农村种植的水稻进行
推广，让农民增收，让市民吃上口感好
的大米。”张现伟说。

2022年3月以来，张现伟先后担任
第三批、第四批重庆市专家服务团领衔
专家，多次率市人社局专家服务团深入
云阳县清水乡七里村、大阳镇大树村，支
招清水乡和大阳镇等地优质水稻产业发
展。

专家组一行先后对清水乡、大阳
镇、七里村水稻种植区域的地理环境、
生产现状进行了现场走访和调查研究，
并针对当地水稻生产上存在的品种多、
品种杂、质量不高等现象，先后与重庆
厚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阳县大阳乡
红星大米加工厂的负责人形成了“开展
高品质水稻新品种的小生态筛选、水稻
直播种植技术的高产示范与技术推广、
优质水稻的品种—品质—品牌一体化
建设”等方面的共识，通过示范种植“渝
香203”“渝香优8133”等高品质水稻品
种，建设核心示范区，推广应用水稻轻
简栽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实现
每亩增产稻谷10%左右，每亩节约成本
200元的目标。

张现伟是市级科技特派员和专家
服务团领衔专家。近年来，他长期服
务于云阳县、梁平区、巴南区等农业生
产一线。重点围绕水稻品牌—品质—
品种的产业思路，根据当地的海拔高
度、昼夜温差及土质水质等地理环境，
对选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种植效益
如何提升等方面进行技术推广，深入
区县开展水稻绿色保优标准化种植新
技术培训，推荐适宜品种和因地制宜
的轻简化栽培技术。

同时，张现伟还指导相关企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制订产业规划，设置高
品质品种优选板块，小生态筛选高食
味优质适宜品种，利用“最佳品种+保
优栽培”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从而提
升稻米品牌的美誉度和优质大米的产
品附加值，提高水稻种植效益，服务重
庆乡村振兴。

编者的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

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
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
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
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
匠、高技能人才。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是青年科技人才中的先锋力
量，在建设科技强国和重庆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基地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推动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听党话
跟党走，本报推出重庆市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巡礼系列报道，从一
个侧面反映我市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重庆科技创新主战场上的精神
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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