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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新重庆 展现新作为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刊

履行桥梁纽带职责，服务化工科技、教育和产业工作者

举办学术交流和研讨会，组织产业调研和产学研对接

工作，发挥学会专家库作用，为政府、企业撰写发展规

划。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委托工作 承接科技成果评估、

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技术标准研制、重庆市和国

家学会科技奖励推荐等工作。

开展学科竞赛及人才培训 举办大学生、中学生学科

竞赛，开展中学教师培训、赛课、支教活动等。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论证

和咨询服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

开展科普讲座和线上公益工作，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

（CQCCES）成立于1981年，

是重庆市最早成立的行业学

会之一。学会现有来自重庆

市高校、化工企业和中学的单

位会员100余家，化工科技、

教育和产业领域的个人会员

1200余名，下设化学教育、产

学研、高校工作、中学生化学

竞赛和分析化学5个专业委

员会。学会2022年被川渝科

技学术大会授予川渝一流学

会、2020年被重庆市科协授

予重庆市一流科技社团、学会

党支部2019年被重庆市科协

授予优秀党支部，是重庆市科

技经济融合专家服务队负责

学会。

理事长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秘书长单位：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欢迎加入重庆市
化学化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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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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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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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图片由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提供）

积极开拓 守护山城
——奋进中的重庆市预防医学会

重庆市预防医学会成立于1988
年3月，是由全市预防医学科技工作者
和管理工作者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
2019年10月成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党
在学术团体中的政治核心引领作用，是
党和政府联系预防医学科技工作者的
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市预防医学科学
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目前，学会下设办公室和组织、
学术、科普、继续医学教育4个工作
委员会及流行病学等31个专业委员
会，拥有单位会员118个，个人会员
5100多人，涵盖全市预防医学各学
科领域骨干人才，已形成组织健全、
学科齐备、人才荟萃的省级预防医
学学术团体。

开展多元化活动

学会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各种

学术活动430场，参加人数12万余
人次。“两江论坛”“西部免疫规划与
健康论坛”“川渝健康教育大会”等
高规格、高品牌的学术活动不在少
数，针对疫情防控、“一带一路”建
设、“健康中国”建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免疫规划”和健康
教育等有关热点问题，邀请院士及
国家顶级专家作专题报告和专题探
讨。吸引了国内大专院校、疾控系
统、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和科技人
员积极参会，共同交流，互相学习。
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产生了良好的
反响，对提升重庆市以及西部地区
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学会也注重科普活动的开
展，以专委会为核心，以学会院士专
家科普团专家为主力，在全市各类场
合分别以“近视防控”“肥胖防控”“健
康饮食”“传染病防控”“艾滋病预防”

“科普宣传助力乡村振兴”等为主题，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特色惠民科
普930多场，全力服务群众健康需
求，努力提高公民健康水平。

培训、科研项目两手抓

学会举办了乡镇、街道和社区疾
病防控培训8期，培训人数2000余
人，覆盖全市85%的区县。举办了中
小学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培训4期，培
训人数达1200人；县、乡镇健康教育
骨干培训6期，培训人数达1100余
人；全市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培训
64期，培训人数达14000余人次。

学会会员单位承担项目科研课
题591项，其中国家与省部级54项，
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700余篇，其中国外高等级论文35
篇（影响因子≥10 分 23、≥5 分 12

篇），编写教材著作76部（本），获得
国家专利9项，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成果奖13项。荣获国家与省部级荣
誉称号29人。

全力以赴抗击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
毒疫情，学会吹响了预防医学工作者
的战斗号令，第一时间部署并迅速
成立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
发《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工作的通知》，在微信公众号、各
专委会工作群推送信息，发动会员
工作，学会各专委会和广大会员迅
速投入“疫情阻击战”。

为提高全民科学防疫，开展应急
科普。学会及时组织专家参加重庆
市电视台《专家面对面》访谈、《不见
不散》电视节目，积极与《第一眼》《重

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科技报》
《重庆之声》和华龙网、视界网等媒体
开展新冠病毒防治知识宣传。各会
员单位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点，分
类整理、发布疫情防控健康知识，实
现了健康科普广泛宣传、精准传播。

学会组织专家围绕疫情防控决
策、技术攻关、公众科普教育等方面，
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及时向政府防控
领导小组提供科学数据和防控建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援助疫情
重灾省份抗疫，学会会长单位重庆
市疾控中心牵头组织应急救援队，
先后派出专业技术一流、实践经验
丰富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

等方面的专家携带急需的防护用
品，驰援湖北、宁夏、福建、陕西进行
疫情防控，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相
关省份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好评。

“近年来，重庆市预防医学会在
党的领导下，全体会员共同努力，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与党中央和
上级要求仍有差距，我们决心遵照
国家对社团组织的要求，按照学会
章程的宗旨，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道
路上，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奋勇向
前。”重庆市预防医学会相关负责人
说道。

彭传轮
图片由重庆市预防医学会提供

首届川渝健康教育大会合影。

重庆市解剖学会以学术为本普及解剖科学技术
重庆市解剖学会坚持学会宗旨，充分发挥作为党和政府联系

重庆市广大解剖学科工作者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团结全体会员，
积极推进重庆市解剖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解剖科技人才
的成长和提高，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举办系列高质量品牌学术会议

学会每年举办高质量学术会议，为广大会员提供学术交
流平台。联合四川省解剖学会举办“川渝解剖学会学术年
会”，目前已分别在泸州、合川、阆中举办3届，每次均超过200
人参会。年会不仅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顶级专家作报告，还
举办了青年教员教学比赛，促进教研相长。各专业委员会举
办的“围术期器官保护国际论坛”“腹部解剖与临床”“胶质细
胞研究论坛”等学术会议，也极大地促进了解剖与临床及基础
研究的学术交流。

加强会员学术交流
提升学科发展质量

会员单位打造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和《系统解剖学》分别获批
国家一流课程和教育部课程思政品牌课程，建成1门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开放课程、6门重庆市一流课程、2门重庆市研究生精品课
程、1门人民卫生出版社慕课等；获省部级教学成果7项。

科学研究获批以中国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为代
表的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在《自然神
经科学》《神经元》《分子精神病学》《生物材料》等国际知名期刊
杂志发表。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科技人才茁壮成
长，包括国家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杰青、优青、教育部青年长
江学者（2人）、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2人）、重庆市杰青（2
人），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2人）、国家博新计划入选者（1
人），以及重庆英才（3人）的优秀学术团队。

积极普及解剖科学知识
服务大众健康

坚持开展清明感恩“无言良师”、世界解剖学日、世界实验动物
日等活动；作为全国首批“生命接力 红十字精神”宣传教育基地，
重庆市科普基地的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生命科学馆坚持以

“走出去，引进来”的形式与三峡库区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区居
委会等合作，广泛普及健康教育及生命科学知识，每年开展科普活
动10次以上，超10000人次参与，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与好评。

以学术为本办好期刊
推动解剖学科的创新发展

学会主办的《局解手术学杂志》始终坚持办刊宗旨初心，被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美国《乌力希期刊指南》（Ulrich PD）、西太平
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等数据库收录，在传播新理论、交流
新经验、推广新技术、普及新知识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肖岚 文灿
图片由重庆市解剖学会提供

▲川渝解剖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
▶国家二级教授王亚平副理事长指导研究生。

生命科学馆开展亲子研学科普志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