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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近日，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
放示范区改革创新暨川南渝西自贸
关联功能区工作推进会在四川省自
贡市召开。本次会议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主动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效服务
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
设，助推川南渝西融合发展，推动区
域深化协同开放创新。

会议在为各方搭建交流分享、协

同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安排了专家授
课、政策解读、成果发布、载体揭牌、项
目签约、交流学习、联盟交接等系列环
节。四川自贡、宜宾、内江、泸州以及重
庆永川、江津、合川、大足、璧山、铜梁、
潼南、荣昌等川南渝西各自贸关联功
能区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川南渝西自
贸协同改革联动创新联盟扩盟框架合
作协议》。

会议对下一步深化川渝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提出了要
求。一是要探索创新合作机制。建立
常态化的工作交流与推进机制，在
政策互通、产业配套、通道共建、资
源分享、项目协作、利益联结等方面
开展务实探索。二是要强化各地合
作实效。加强重点产业协同，打通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争
取形成几个在川渝两地乃至全国叫
得响的产业集群，助力培育规模型、

开放型经济的新增长极。三是要拓
展推广合作模式。主动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开展多样化、多元化务实合
作、经贸交流，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和
对外开放典范，推广应用成效好、操
作性强的经验做法。同时，还希望川
渝自贸领域在集成创新、产业协作、
通道链接、平台合作等方面，展现新
作为，激发新动能，推动成渝双城经
济圈建设再上新台阶。

近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
届中药学学科评议组主办，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八届中药学学科评议组秘
书处、重庆中医药学院联合承办的
2023 全国中药学学科高质量发展论
坛在重庆举行。会议围绕中药学学科
和中医药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科学
问题、核心技术瓶颈问题和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难题等开展了研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黄璐琦，重庆市卫健委、重庆市
中医管理局，重庆市教委，重庆市科技
局，重庆中医药学院等领导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
中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药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单位、中药学一级学科硕
士点单位 300余名中药学专家学者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黄璐琦以“学科交叉视角

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为题作主
旨报告，报告分为“中医药学科交叉
所取得成果”“中医药学科交叉建设
思考”“中医药学科交叉实践”三个
部分。“我们国家是中医药宝库。根
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我国
植物有 30 多万种，中药资源共
18817 种，其中药用菌物 826 种，药
用植物 15227 种，药用动物 2611 种，
药用矿物 153 种。比如我们重庆的
秀山、城口等区县，都蕴含了丰富的
中药资源。”黄璐琦说。

同时，大会还邀请到天津中医药
大学副校长邱峰教授、上海中医药大
学徐宏喜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王
喜军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谭仁祥教
授、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孔令义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彭成教授、广
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中秋教授、上

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舒静教授、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雷海民教
授、西南大学徐晓玉教授等专家建真
言、谋良策、出实招，合力推动中药学
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

此次论坛，专家们聚焦中药学学
科高质量发展，围绕中药学科交叉融
合、关键科学问题、核心技术瓶颈问题
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精彩演讲，不仅加深了大家对中
药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同时也
回答了新时代中药学学科发展方面遇
到的问题。本次论坛交流形成的共识，
将对中药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重庆中医药学院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揭牌成立，现有教
师 400 余人，其中有国医大师 1 人、
全国名中医 3 人、国家青年岐黄学

者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4
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专家 10 人，重庆中青年医学高端
人才 20 人。首批设置中医学、中药
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中
西医临床医学、中药制药 6 个本科
专业，2023年首届招生 1200 人。

重庆中医药学院坚守“明德济世、
精术泽人”的校训精神，秉持“中医中
药并重、教研医产相融”的办学理念，
探索“教学立校、人才兴校、科研强校、
产业富校”的发展道路，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热爱中医药、品德高
尚、基础扎实、技能优良、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努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教研医
产协同、全国知名的高水平中医药高
等院校。

特约记者 何军林 廖怡飞

本报讯（记者 李艳）近
日，广西农村冷链物流高质
量发展工作现场推进会在
河池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广西强化统筹协调，多
方合作，农村冷链物流进入
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截至目
前，广西有 71个县（市、区）
实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项目、总储藏能力达
220 万吨，11 个县（市、区）
入选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整县推进试点县、数量
排全国第三。

冷链物流是农村物流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目
前广西已建设县级冷链物
流集配中心 72 个、农产品
产地保鲜仓（地头冷库）
4470 个，总库容量 259.85
万立方米。农业冷链物流基
本覆盖了从产地储存、预冷
到中间的冷藏、加工、运输
再到销地配送、销售等农产
品流通的全环节，同时影响
带动广西农产品产地低温
处理率超过 15%、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4个百分点。

2023年以来，云南省把精准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加快转型发展、促
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聚集全
国统一的筛选领域，结合云南省特色
产业领域，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帮助企
业纾困发展、培优扶强提升创新能力
和专业化水平等措施，全力推动企业
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2023年前 11个月，云南省新建
投产纳规企业 215户，11月底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5092户，中小企
业超过 120万户，新增创新型中小企
业 94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96户。

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力军、引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领头雁”、提升经济韧性的强支撑。云

南省坚持“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采用“六
个一”做法，推动全省企业向专精特新
方向发展。

搭建一套培育体系。出台云南省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等
政策文件，围绕优质中小企业评价认
定、动态管理、培育扶持等方面，明确
对应的筛选标准，构建筛选体系。

健全一项帮扶制度。在全国率先
建立领导干部挂钩联系制度，将专精
特新企业纳入省、州市、县三级“四套
班子”领导干部挂钩联系范围，畅通政
企沟通渠道。建立“助企服务员”制度，
一对一结对帮扶专精特新企业，服务

企业约 3000多家次。
设立一个专项资金。统筹用好省

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021—
2023 年已下达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竞争性部分的 62.15%用于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共支持 1175个（户）
项目和企业。

建立一套融资对接机制。会同有
关部门共同建立“政银企保”衔接工作
机制，有效对接提供融资服务，为专精
特新企业“一对一”推荐结对银行。对
2023—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贷款，给
予 2%一年期贴息补助。第一批贷款贴
息资金近 1亿元已下拨。

开展一系列上市培育。在云南省股
权交易中心设立“专精特新板”和“专精

特新培育板”，提供上市服务，目前两个
板块累计挂牌、展示企业 150余家。积
极推动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在云南
省股权交易中心设立服务基地。

开展一系列宣传培育。邀请专家
服务团队，有针对性为中小企业把脉
问诊，总结梳理推广云南省专精特新
企业发展典型案例，在全社会营造良
好氛围，引导更多企业向专精特新方
向发展。

据了解，下一步，云南省将进一步
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以提高
产业链韧性为目标，按照评价标准精
准画像、靶向培育、全程帮扶，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锻长板，持续推动中小
企业加快向专精特新发展。

全国中药学学科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广西加快推进
农村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71个县市区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能力达 220万吨

“要想柚子长得好、结得多，除了定期
修枝外，关键是做好病虫害防治、科学施
肥以及注意保花保果等。”近日，贵州省黔
东南州农业农村局、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
组团来到岑巩县注溪镇小堡村为思州柚
种植户进行管护技术培训，为助推思州柚
产业提质增效“传经送宝”。

在小堡村思州柚种植基地，农技专家
结合当地气候、土质和种植品种等实际情
况，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柚子树的日
常管理、病虫害防治、剪枝修整、保花保果
等方面为大家进行了全面讲解，并作现场
指导培训，还通过互动交流的形式为种植
户解疑释惑、充电蓄力。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果农的
思州柚管护技术，也增强了果农做大做强
思州柚产业的信心。参训的果农纷纷表
示，回去后会把技术教给身边更多的人，
共同把果树管理得更好，提高思州柚品
质，争取来年有个更好收成，卖出好价钱。
“专家讲解的技术非常实用，我虽然

种植思州柚那么多年了，但都是用的老办
法，经过这次培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柚
子管护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注溪镇小堡村村民杨秀才种植思州柚有
近 20年了，目前栽种了 10 余亩的思州
柚，他表示，这次培训让他学到了不少还
未掌握的实用技术，接下来他会继续在果
树管理上下大功夫，不断提升思州柚的品
质效益。

据悉，思州柚是岑巩县特产之一，
2016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注溪镇
是该县思州柚种植的核心区、示范区，全
镇柚子种植面积共 2.5万亩，挂果 1.1万
亩，柚子产业已经成为该镇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但因种植规模大，部
分种植户对柚树的科学化管理不够，导致
部分柚子的单产和质量不够高。为推动思
州柚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地充分利用自身
产业发展优势，积极邀请和组织各级农技
专家和本地“土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为农产品竞争力增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今
年以来，该镇已组织开展了 20余场培训，
培训人数达 1000多人。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强化与农技

专家、本地‘土专家’的联系，让他们积极
发挥好在田间地头的‘传帮带’作用，全面
提高种植户的科学管理水平，让农户在推
动乡村振兴中有‘法宝’，富村有‘底气’。”
注溪镇党委副书记谭善文表示。

程雪华曹友盼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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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精准施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本报记者马工枚

展现新作为 激发新动能
川渝推进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改革创新工作

1月 2日，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目前，该公司的 100条现代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保障国内外订单供应。
新年伊始，沙坪坝区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壮大新能源智能网联汽

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
特约记者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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