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坪坝加快打造西部未来设计之都
2025年设计及关联产业产值有望超200亿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区域内集聚了多个设计平
台、知名设计企业的沙坪坝区，2025年设计及关联产业产值
有望超200亿元。这是记者从近日从该区举行的第十七届思
翔院长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了解到的。

设计处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起点，对于增强产业
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软实力、增创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引领
和先导作用。目前，沙坪坝以“打造西部未来设计之都”为目
标，取得一定成效。该区坚持“未来设计、设计未来”理念，把
设计产业作为重塑新优势、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支撑，围绕主导
产业构建环大学创新生态圈，整合各方资源，全力推动资源优
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重庆工
业设计产业城相继建成投用，中国西部1491国际创意谷等高
品质产业空间加快建设，工业设计、城市设计、创意设计等产
业蓬勃兴起。特别在工程设计领域，集聚了重大建筑规划设
计研究总院、川东南工程勘察设计院、重庆电力设计院等一大
批知名设计企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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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猪入选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官
网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在各省推荐基础上遴选发布2022年十
大农作物、畜禽、水产优异种质资源，我市荣昌猪入选2022年
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

据了解，此次遴选发布的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均为
2022年在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新发现的珍稀特色、具
有创新开发利用价值的地方品种。

“荣昌猪”是世界八大优良种猪之一，具有适应性强、杂交
配合力好、猪肉品质优良、抗逆性（耐粗饲、耐高温等）、繁殖性
能优秀等优良特点。

截至目前，“荣昌猪”已纳入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名
单和国家级资源保护名录，获得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
百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荣誉。

近年来，荣昌区大力促进品种、品质、品牌协同发展，形成
了一条集资源保护、商业育种供种、规模养殖、精深加工、饲料
医药、生猪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营销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
以荣昌猪为核心的畜牧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年出栏生猪
突破64万头。

“接下来，荣昌区将从系统打造荣昌猪区域公共品牌、夯
实品牌基础、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等方面着力，将荣昌猪公共品
牌价值转化为商业品牌价值。”荣昌区农业农村委畜牧发展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

为木波罗“解危”让方竹笋“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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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是2012年8月

由重庆市科委（现重庆市科技局）和四川省科技厅联合批准，由四川

大学、重庆金佛山高等研究院以及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共同组建

的全国首个省际共建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特色生物资源与生

态、特色生物资源与大健康、特色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云钰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漫步在重庆南
川区合溪镇、南平镇的街头巷尾，一种随
处可见、名叫“南川木波罗”的树木很有
特色。据了解，2018年，它被正式确定
为南川的区树。

南川木波罗曾是“极危”树种，差一
点就绝迹了。经过科学家10余年的不
懈努力，南川木波罗最终得救，有了如今
欣欣向荣的景象。

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特色生物资源重
点实验室”）团队，就是南川木波罗的“救
命恩人”。

2012年，由四川大学、重庆金佛山
高等研究院以及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共同组建的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正
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省际共建重点实
验室，由知名生命科学家、四川大学教授
丁显平担任实验室主任。

“成立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想把川渝
两地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推动特色生
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近日，在
丁显平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探访了
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物种保护
化解“传宗接代”危机，让

南川木波罗“起死回生”

“金佛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物基因
库’，拥有 8000 多种生物资源，其中
6000多种植物、4000多种中药材、40多
种道地药材，甚至有的名贵药材只有金
佛山才拥有。”丁显平是南川人，对金佛
山蕴藏的生物资源如数家珍。他说，尽
管如此，如果人们没有去认识它、研究
它、开发它，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巨大价
值。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南川
被确定为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过
去以煤炭开采为主的发展之路已然行不
通。”丁显平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川渝两地
共建实验室的建议，并以引领川渝两地
的“地下资源”向“地上资源”转移为发展
定位。

2012年，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由重
庆市科委（现重庆市科技局）和四川省科
技厅联合批准成立。

南川木波罗正是实验室最早研究的
对象之一。

“南川木波罗是中国特有珍稀植物
之一，最早发现是在上世纪60年代，零

星分布在南川及周边地区。当时没人认
真去数，可能只有几百株。”在位于南川
工业园区的实验室大楼，丁显平讲述了
他们与南川木波罗的故事。

他回忆，过去，人们对它知之甚少，
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当时连林业部门的
人都说，这个树没办法，不好繁殖，基本
上栽不活，不晓得啷个办。”

2004年，南川木波罗被《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

可是，丁显平不甘心。实验室一成
立，他就把南川木波罗繁育问题作为优
先研究课题。

通过基因分析，破解“遗传密码”，仅
5年的时间，他们就化解了南川木波罗

“传宗接代”的危机，成功繁育出数万株，
让这一“极危”的树种“起死回生”。

“不论是组培，还是嫁接，我们都成
功了，让南川木波罗被保护下来。如今，
在南川，已经有几十万株。”丁显平说，由
于南川木波罗高大挺拔、四季常绿，且极
具地方特色，逐渐成为优质的城市行道
绿化树种。

不仅如此。实验室团队还完成了南
川木波罗的全基因组测序，2022年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Giga
Science》上。

“目前我们仍然在做南川木波罗的
功能基因，发现它具有降血压、降血糖、
抗菌、抗炎、抗过敏、调节胃肠道等功能，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正在进行深入研
究。”丁显平介绍。

良种选育
金佛山方竹低海拔驯化

后，竹笋亩产提高10倍

从南川工业园区驱车出发，半个多
小时后，记者跟随丁显平来到海拔900
多米的南城街道官地村。这里是占地
100多亩的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野
外种植基地。

眼前的一大片金佛山方竹，郁郁葱
葱。“看，这是我们培育的金佛山方竹1
号，还有2号、3号。”丁显平用手指向一
片片竹林向记者介绍说，这3个新品种
都可以达到3年成林，方竹种苗卖10块

钱一根被抢着要。
“以前有句广告词，‘世界一绝，中国

独有，金佛山方竹笋’，意思就是金佛山
方竹笋的品质非常好。”他告诉记者。

不过，把金佛山方竹种在海拔1400
米以下的地区，以前想都不敢想——

长期以来，金佛山方竹因其生长海
拔高，竹笋存在产量低、采摘难、运输难、
加工难等问题，不宜规模化种植，更无法
量产。

当地百姓一直希望能将金佛山方竹
移下山，但一种植在低海拔地区，它就会
出现变异、枯死等情况。

为了更好地实现金佛山方竹的规模
化种植，扩大经济效益，从2014年开始，
实验室团队就在重庆市科技局的专项支
持下，利用川渝两地的科研资源，采用分
子遗传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对金佛山方
竹进行低海拔驯化。

这并非易事。丁显平带领团队走访
全国各地，收集到23个方竹品种或种样
本，并对每个样本进行分子检测和亲缘
关系分析，把这些方竹当中与金佛山方
竹品质相当，但产量高、可低海拔种植的
方竹品种或种找出来。再通过分子遗传
育种技术，最终成功选育出上述3个金
佛山方竹品种，让金佛山方竹在海拔
1400米以下地区扎下了根。

如今，在南川海拔900—1000米的
大有镇、800—900米的南城街道官地村
和500—600米的神童镇，都有金佛山方
竹的种植基地。

“原来金佛山方竹笋的亩产只有两
三百斤，现在可以达到两三千斤，足足
是原来的10倍！”丁显平说，如今，为了
保护好方竹种质资源，实验室还建立起
中国方竹种质资源库，并在600—1200
米海拔范围内继续进行优良品种选育
应用。

变废为宝
烂果“变身”有机肥，让耙

耙柑产量品质双提高

在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里，记
者还看到了一个“发酵仓库”，里面有6
个大型发酵罐正在“工作”，周围的地上

还摆满了100多个塑料桶，里面装有3种
不同颜色的液体。

“发酵罐里装的其实是不同类型的
细菌群。”丁显平介绍，微生物也是实验
室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些含有不同细菌
群的液体，经后期加工，可以制成高端有
机肥，或者用来净化水质治理鱼塘、河道
等。成都蒲江的耙耙柑就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

成都蒲江是耙耙柑的重要产区，目
前，种植面积约18万亩，年产40万吨左
右。

每年12月底至次年3月，是蒲江耙
耙柑的成熟季。耙耙柑销路好，为当地
带来增收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当地的耙耙柑种植基地，每年烂果
率在20%—25%。如果采用传统的深埋
处理方式，每年要投入几千万元，而且还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丁显平说。

为此，实验室团队利用烂果、落果或
者次果，加入细菌群等，装入密封的容器
中发酵，产生出像“橙汁”一样的液体，变
废为宝开发出一款高端液态有机肥。

烂果“变身”有机肥，不仅节约了深
埋处理的“巨资”，解决了当地的烂果烦
恼，他们还发现，这款有机肥再用来给耙
耙柑树施肥，可以让耙耙柑的产量提高
10%，果子的甜度提高5%，口感更好、品
质更高，经济效益也会更好。

丁显平介绍，目前，当地已经在修建
有机肥厂，不久之后将投产。相关技术
成果还将在四川葡萄种植基地、新疆棉
花种植基地等推广应用。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实验室规模也
不断壮大。

“最开始我们只有几个人，什么都要
自己干。”丁显平称，实验室建设之初，丁
显平每个星期都要在成渝两地来回跑两
三趟。在四川大学上完课后，就赶紧开
车奔向南川，处理完实验室的事情后，又
匆匆忙忙往回赶。头两年下来，他的车
开了近30万公里。

“如今不一样了，我们逐渐聚集了专
兼职人才40多人，包括院士、国家级高
层次人才、市级优秀人才等，我们还培养
了南川首个博士后。”丁显平表示，各类
科学家和优秀人才的聚集，将为川渝两
地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源
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有和
生产相结合，才能实现其生产力的价
值。”丁显平说，这是实验室的发展理念，
也是建设实验室的意义，只要依靠科技，
推动特色生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
续利用，就能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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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是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深入推进，川渝两地
正加快共建重点实验室，集聚优质
创新资源，开展高质量协同创新，以

“1+1＞2”之力，推动成渝地区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全国创新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川渝两地科技部门批准建
设了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
共建重点实验室、川渝共建特色食品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川渝共建中国酱
腌菜科技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等
6个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即日起，
本报推出“走进川渝共建重点实验
室”系列报道，讲述这些重点实验室
的创新故事。

开栏的话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老人家，你还好吧？家里有啥异常
情况没得？”

“没得啥子。因为屋头有人，我就一
直把门开着。”

前不久，家住南岸区龙门浩街道的
吴华老人接到了一个电话——该区智慧
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线上巡检时发
现老人家的门磁感应出现异常，遂第一
时间与老人取得联系。

这是南岸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日常
运营中的一个片段。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6月正式运营

以来，该中心已将全区17.23万名户籍老
人的基础信息接入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
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形成
覆盖全区养老服务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
的7×24小时服务保障体系。

本月有12368位老人过生，街镇服
务对象中失能老人数占比为8.62%，南
山街道的养老机构数量最多……5月15
日，记者在南岸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看
到，大屏幕上的智慧养老信息系统内容
丰富，几乎“无所不包”。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由一张“养
老关爱地图”和十二大子系统组成，能从

智能养老顾问、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呼
叫业务话务、养老服务质量监管、老年人
能力及需求评估等多个维度，实现智慧
养老服务全覆盖。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中，“养老关
爱地图”是利用GIS技术构建的覆盖全
区的养老业务地图，可以直观展示全区
老人分布信息、老人分类统计、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站点、养老服务机构等养老服
务资源信息和服务类别信息，从而搭建
精准供需对接平台；

呼叫业务话务系统是通过对居家养
老群体进行适老化硬件改造，装上一键

呼叫、门磁感应、烟雾报警、燃气监测等
设备，一旦监控到异常情况即与中心数
据平台链接，话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与老
人及其亲属、社区取得联系，或与医疗、
警务、应急等部门联动采取措施；

一键报警则通过接入公安“雪亮工
程”视频监控，对全区养老机构和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进行实时动态安全监管，实
现全天候养老机构（中心）视频联网值
守，确保养老群体人身财产安全。借助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一个立足于实
时、便捷、高效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正
在南岸区推广开来。

一个智慧平台催生“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南岸区“7×24小时”服务保障体系“贴身”又贴心

世界气象组织：

过去半个世纪
气象灾害导致超200万人死亡

新华社日内瓦5月22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22日发布的最
新统计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报告的极端
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引发的灾害达11778起，导致超过
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4.3万亿美元。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得益于气象预警
改进和灾害管理协调，气象灾害导致的伤亡人数已大幅削
减。全世界报告的死亡人数90%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球有记录的灾害死亡人
数共22608人，相较于前十年的年均数进一步下降。

在亚洲，1970年至2021年间，由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
事件引发的灾害有3612起，造成984263人死亡，热带气旋是
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损失来看，在此期间全球因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
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中，超过60%由发达经济体报告，仅
美国的损失就高达1.7万亿美元，占51年里全球气象灾害经
济损失的39%。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对于
其经济规模而言，遭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经济损失。

“不幸的是，最脆弱的社区首当其冲受到与天气、气候和
水相关危害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
新闻公报中说，多亏有了气象预警和灾害管理，那种灾难级的
灾害死亡率现已成为历史。

第19届世界气象大会22日在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将
就加速和扩大国家层级的行动进行高级别对话，以确保2027
年底前全世界人人享有气象预警服务。

机器人辅助医生
为80岁老人成功摘瘤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云钰）5月23日，记者从新桥医院
了解到，该院泌尿外科为80岁的朱大爷顺利完成前列腺癌根
治术，同时，还最大程度保留了前列腺周围结构。

朱大爷家住北碚区，因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症状到当
地医院就诊，经检查，为局限性前列腺癌。可由于老人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半年前还因主动脉夹层接受了腹主动脉瘤内带
膜支架隔绝术+髂动脉支架植入术，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使
其术中出血风险升高。

于是，家人带着老人来到新桥医院。“老人虽年龄较大，有
基础疾病，但是患者心肺功能良好，主动脉夹层经治疗后恢复
较好，患者预期寿命可达10年以上，且患者为局限性前列腺
癌，手术治疗可令患者最大程度获益。”该院泌尿外科中心主
任郑霁说，为尽量减少手术创伤，他们决定在医疗机器人辅助
下，对老人实施腹腔镜微创手术。

术中，医生团队在保证完整切除肿瘤的前提下，避免了对
前列腺周围正常组织和神经的损伤，最大程度保留了前列腺
周围组织结构。术后第三天，老人顺利康复出院。

“在医疗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中，腹腔镜微创手术的适应
范围逐渐扩大，机器人的辅助则让腹腔镜微创手术更微创
化。”郑霁介绍，年龄并非手术的禁忌，在经过充分评估，部分
高龄患者也可考虑行前列腺癌根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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