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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张颖）
3月 31日，由重庆市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主办的2023年度“新农科·新产业·新生
活”博士后沙龙举办。记者从活动中了
解到，近年来，全市博士后招收量从每年
不足 400人增加到 1000人以上，迈入全
国第一方阵。今年以来，已招收326人，
同比增长60%。

据悉，此次活动面向全市涉农博
士、博士后代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
道，设置成果发布、项目签约、主题分
享、自由交流、专家点评、接旗仪式等多
个环节，浏览人数累计达到近 12万人，
吸引 5500余名博士后人才、博士后合
作导师、博士后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专

家线上线下集中参与，活动达成“博士
后—项目企业”重要合作协议 4份，为
16家新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授牌。

据了解，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是由全国博管办备案批准，在国家实验
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高水平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高
新技术企业等科研平台设立，招收和培
养青年博士后人才的主阵地。

市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共有 16家单位获批成为“国
家站”，再次充实了我市博士后工作力
量。从单位性质上看，有新型研发机构
6家，企业 6家和 4个我市重点医院；从
科研领域上看，研究方向紧紧围绕“四
个面向”，招收和培养新材料、智能制
造、电子科学技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
博士后人才。

沙龙活动中，还为新设立的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
式，鼓励其积极发挥博士后工作站科

研平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博士后
研究人员招收培养，促进产学研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科技创新发
展跑出新速度。

博士、博士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是重庆战略科技力量的“源头活水”。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出台进一步加
快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黄金18条”，设
立“博新计划”等强化资助，畅通博士后
职称评审“绿色通道”，越来越多的博士
后人才选择留在山城、扎根重庆。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时。清明节是我
们缅怀先烈、祭奠逝者、追思故人的传统节日。为确保
群众度过一个“文明、祥和、安全、有序”的清明节，进一
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道德素质，区文明办、区民
政局联合发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祭祀。提倡献一束花、植一棵树、讲一段
往事以及清扫墓碑等方式来缅怀先烈、追思先人，将祭
拜逝者的传统习俗以更加文明的方式表达，自觉抵制
低俗的祭祀用品，告别祭祀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变注
重实地实物祭祀为注重精神传承，积极营造文明祭祀
的社会氛围。

二、平安祭祀。倡导在家祭祀、公墓代祭，尽量减
少人员聚集。科学合理安排祭扫时间和路线，避开祭
扫高峰时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交管部门指挥，
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森林防火有关规定，自觉服从
防火工作人员的管理，不携带任何火种进入林区，不在
林区吸烟、烧纸焚香、点燃蜡烛、燃放鞭炮，确保祭扫安
全、顺畅、有序进行。

三、环保祭祀。提倡网上祭奠、公祭悼念、家庭追
思等多样式、现代式祭扫活动，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
用科学、健康的形式表达。树立环保意识，做到在祭祀
过程中不乱扔杂物、不破坏草地树木、不污染空气河
流、不影响他人生活，大力维护优美整洁的城乡环境。

四、节俭祭祀。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大力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
念。提倡对在世老人多尽孝心，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
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

全区广大市民，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
起，从自身做起，做文明祭扫的践行者，用文明祭祀的
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科
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领时代新风，共建文明和
谐的美好家园。

祭祀服务电话：
长寿寨陵园 023-43774888
双桥巴灵公墓 023-43390644
万古镇七宝山公墓 023-43450766
铁山镇盘龙苑公墓 023-43384106
回龙镇灵鹤山公墓 023-43336777

重庆市大足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3年3月22日

文明祭祀倡议书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春风送暖，巴渝大地，万物复苏，花
团锦簇。

三年疫情，让多少赏花地的花儿“静
悄悄地开”。如今，游园、踏青、赏花……
各地“赏花经济”快速回暖复苏，文旅市
场春潮涌动。

尤其是，我市各地以花为“媒”、以节
“圈”粉，以乡村振兴为核，不断延伸产业
链，玩出新花样，促进农文旅加速融合，
美丽乡村正迸发出蓬勃动力。

“花样”翻新，“花经济”升温

三月的潼南，花海“绘”春光，景致
如画。

相比往年“云赏花”的无奈，今年潼
南围绕“巴蜀福地 花漾潼南”主题，打造
出多个“花样”名场面：在陈抟故里·崇龛
花海景区，打造了直径236米的太极图、
仙鹤腾飞、锦鲤戏水等大地艺术景观，让
花景更美；在芦坝花海公园，栽种了2万
平方米郁金香、太阳花等观赏花卉，让花
类更多；在陈抟山、睡仙山、睡仙楼、风雨
廊桥等景点，布置了灯饰亮化景观，让花
灯更亮。

不仅如此，为了让游客更好玩，潼南
更是积极拓展新消费场景，新增了热气
球、彩虹滑道、水上飞船、步步惊心、大马
戏等游乐项目；举办了沙滩音乐节，邀请
知名音乐人、乐队带领游客走进音乐世
界；设置了美食集市、推出了“涪江夜游”
精品水上项目等，为游客带来“夜游、夜
享、夜嗨”的全方位体验。

“目前，效果非常好，客流量同比大
幅增长，带动乡村振兴效果明显。”潼南
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不只潼南，巫山在“三峡里的春天·
第五届长江三峡（巫山）李花节”中，也让

“花经济”多了些“花样”：摒弃传统的舞
台搭建，转而引入“条条大路通巫山”的
多元互动概念，在巫山高铁站、巫山机
场、巫山游客中心、巫峡·神女景区推出
高规格迎宾仪式，包括《我的家乡巫山
美》古装快闪、文艺演出、民航最高礼仪

“过水门”等，点燃文旅消费的想象力，游
客接待量比 2019年疫情前的高峰时净
增17%。

涪陵则依托美心红酒小镇景区举行
了第二届菜花旅游文化节，设置了“花海

写生区”“花田美食区”“花样拍照区”“花
式演艺区”四大区域，让游客与五彩油菜
花海零距离接触。赏花之余，游客还可
以聆听古筝、小提琴、萨克斯等器乐奏响
的春天协奏曲，欣赏花海龙腾狮跃表演、
花海舞蹈变装秀，采买正宗乡村土货、新
鲜果蔬以及春日限定野菜，免费品尝“乡
愁小吃宴”以及优质红酒，可谓玩法多
多，花样多多。

“文化节举办期间，游客同比增长
30%以上，市场回暖明显。”美心红酒小
镇景区相关负责人称。

多措并举，激活文旅大市场

旅游热，得益于供给新。
今年来，我市抢抓旅游消费强劲复

苏的契机，持续创新旅游产品、业态和模
式，推动旅游与多产业融合发展，从单一
景点观光向深度体验度假转型。

全市共推出 200余项文旅活动，涵
盖赏花踏青、露营音乐节、民俗文化节、
体育赛事等，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选
择。其中，“文体旅”融合就是一大亮点，
3月至5月，全市各区县陆续开展系列赛
事活动，包括马拉松、定向越野赛、羽毛
球赛、篮球赛等，如第三届重庆垫江牡丹
马拉松、长寿湖半程马拉松、第二届智跑
重庆城市定向赛、2023“丁山湖杯”环湖
长跑比赛等，进一步激发市民春游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真金白银”推文旅
惠民，用“政策包”激活大市场。如，渝中
区等多个区县“走出去”，在全国多个目
标客源地市场举办推介会、路演等，招揽
外地游客，让重庆的花不再“孤芳自赏”，
进一步提升“含金量”。

此外，我市各区县还推出大量惠民
措施，如石柱广寒宫景区门票五折优惠、
大风堡景区门票八折优惠、千野草场门
票八折优惠；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推
出春季恵民观光索道 18.99元（原价 60
元）套票价；渝北推出一日游、二日游“春
季踏青专享季”团购优惠产品等，进一步
刺激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飞猪发布《春季出游快报》显示，近
一个月，春游相关商品预订量快速增长，
已超过2019年同期，其中近一周飞往重
庆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161%。重庆
园博园、重庆欢乐谷、潼南崇龛油菜花、
垫江牡丹樱花世界、重庆之眼等为重庆
的春游热门景点。而预订五一假期重庆

高星级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139%，解
放碑步行街、观音桥步行街、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重庆北站等地周边的酒店是预
订的热门。

携程数据也显示，3月以来，国内赏
花景区的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近 3倍，
同比增长150%。年轻人带火了“赏花潮
流”，90后人群以 35%占比领先，其次是
80后人群占比30%，00后人群排名第三
占比20%。

携程推出的“国内 20大赏花胜地”
口碑榜，重庆也位列其中。

好花常开，需持续放大“花经济”

不过，花无百日红。
重庆日报记者调查中注意到，要持

续放大“花经济”优势，挖掘生态“颜值”
的经济社会价值，我市还面临诸多挑战。

如，油菜花、李花、桃花等，成了“大
路货”，各区县几乎都有，争相举办“赏花
节”，由于花期集中、产品单一，同质化竞
争激烈。

再如，受制于花期短暂，一些地方出
现“忙时人山人海，闲时门可罗雀”的情
形，赏花热随花期“昙花一现”，延长产业
链，让“流量”变成“留量”，让“到此一游”
变成休闲游、度假游，尚需下大功夫。

对此，南川的对策是：在大观镇、木
凉镇、黎香湖镇、河图镇和兴隆镇五个乡
镇，重点打造 30平方公里产城景、农文
旅融合的田园新城，通过规划布局，增加

花卉品种，让好花“次第开放”；通过海拔
落差，延长花期等。

“从 3月到 5月，游客来我们这里都
能赏花。”南川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称，除了“花开常在”，南川还将围炉煮
茶、湖畔泛舟、烧烤露营、飞拉达体验等
元素，以及金佛山、山王坪、东街等景区
景点，融入赏花游线路，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目前市场效果较好。

“踏春赏花，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探
春的主要方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因此，市场需求不会改变。”中国旅游研究
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庆旅游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示。

那么，如何让赏花经济的“花期”更
持久？

在他看来，首先还是要破解花期短
板、做长产业链之困，可利用农业科技
中的温室技术、地膜技术等，有效延长
花期。此外，增加品种，混合种植，让不
同品种的花开花时间错开，同时发展

“花海+”产业，提升游客赏花体验，做长
产业链。

其次，要精细化、品牌化、景区化开
出“四季花”，目的地应依托产业优势，以
景区化的高标准对“赏花节”进行精细化
营造，做实做细现场、景观、消费产品等
诸多细节，真正实现提质升级。

最后，要片区式、抱团式、跨区域发
展，以全域旅游视角，集中区域内的各种
花卉优势资源，抱团出击，创立品牌，互
利共赢。

今年，重庆各地“赏花经济”快速回暖——

农文旅融合再提速“花经济”玩出新花样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曹家村 8 组 45 号陈功明
（身份证号：510230196210016059），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1023019621001605942），特此声明。

本人高明举，重庆市大足区公安民警，因警官证
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编号：207304），特此声明。

每年招收量增至千人以上

重庆博士后招收量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遗失启事

3月30日，游客在大足区棠香街道惜字阁村海棠园游玩、打卡。该村以花为媒，
举办首届海棠旅游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观光游玩。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4月 1日，首场“幼
儿园小朋友走进区图书馆”活动拉开了读书月的序幕，
AR与恐龙互动、数字图书等趣味阅读启发了孩子们对
知识的热爱。

孩子们通过AR技术与恐龙互动，在虚拟世界里了
解关于恐龙的知识，感受阅读的乐趣。各种数字图书
更是给孩子们带来全新的阅读感受。

此次活动旨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让图书馆成为孩子们学习和生活
的重要场所。下一步，大足区图书馆还将继续推出更
多创意阅读活动，并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
阅读环境。

大足区图书馆馆长陈晓聪介绍，本月将开展一系
列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共 20余项，覆盖老中青少幼
不同群体，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

大足读书月：举行20余项活动

日前，双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双桥实验小
学，开展以“消防安全护青春”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培训
活动，“面对面”指导校园防火注意事项，全面增强师生
的消防安全意识，有效提高其自防自救能力。

新渝报记者 罗冠骁 摄

双桥经开区

消防宣传进校园

重庆日报讯（记者 张亦筑）3月 31
日，《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双倍增”行动计划（2023—2027年）》（下
称《行动计划》）解读新闻发布会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将
分两个阶段实施《行动计划》，第一阶段
到 2025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万
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6.7万家；第二阶段
到 2027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
在2022年基础上实现“双倍增”，分别超
过1.28万家、8.6万家。

与先进省市相比，我市仍
然差距较大

“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企业，着力壮大优质市场主体，以科技创
新赋能产业发展，对引领支撑现代化新
重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市科技局局长
明炬介绍，近年来，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企业发展势头良好，2022年高新
技术企业达 6348家，较 2017年增长 3.1
倍，复合增长率 25.8%；科技型企业达
42989家，较 2017年增长 5.3倍，复合增
长率44.9%。

不过，与先进省市相比，我市仍然差
距较大：一是数量不多，北京、浙江、陕西
等省市高新技术企业分别是重庆的 4.4
倍、4.7倍、1.9倍；二是增长放缓，全市科
技型企业增速从2021年的40.1%下降至
2022年的16.4%；三是质量不高，全市科

创板上市企业仅 1家，远低于北京（65
家）、浙江（45家）、陕西（12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仅 255家，为北京的 2/
5、浙江的1/4、广东的1/3。因此，迫切需
要实施《行动计划》，促进我市高新技术
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

实施科技企业提升“十百
千”工程

3月 30日，市政府办公厅已正式印
发《行动计划》。据介绍，《行动计划》借
鉴北京、浙江、陕西等省市做法，结合重
庆实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首先是明确发展路径。在“孵、育、
引、壮”四字上下功夫，构建科技企业“微
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型、全周期引
育体系。

其次是突出企业主体。重在“建平
台、强研发、促协同”，提升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

三是打造科创载体。发挥西部（重
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科创核心
承载区引领作用，突出经开区、工业园区
等各类园区的主战场地位，激发高校院所
创新创业带动效应，强化各类孵化载体服
务功能，多措并举、综合集聚，主动担当、
力争上游，推动科技企业集群发展。

最后是强化服务支撑。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提升科技服务能级，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全社会

创新创业生态，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企业蓬勃发展。

引导全市75所高校不断
提高创新创业效能

“高校是实施《行动计划》中一支十
分活跃、极具创新力的力量。”市教委一
级巡视员邓睿介绍，我市现有高校 75
所，现有各类在校生130万余人、科技活
动人员近 3万人，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43个、省部级科研平台500余个，是全市
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助推《行动计划》的实施，市教
委将联合市人力社保局、市科技局等市
级部门协同引导高校不断提高创新创业
效能。

比如，结合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调整学科专业布局，为企业培养技术技
能型人才和高端研发人才，探索和建立
市与区县联合资助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机
制，吸引更多优秀大学生在渝落户。

加强高校科研平台建设，汇聚高端
科研人才。

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用联动。
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搭建各类创

新创业平台和载体，鼓励大学生创新创
业，依托重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搭
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与
企业科技创新需求精准对接。

打造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生成生态体系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

佼佼者，是科技创新、强链补链的“排
头兵”。

“我们将全面推动人才链、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耦合互动，打造
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生成生
态体系。”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王春水
表示。

具体而言，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高水平建设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
院，健全科技型企业育苗机制，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为企业的全流程通道，让更多
的科技成果由种子变成苗子，完成“1”到

“N”的裂变，实现科技型企业的培育。
二是利用工业园区、楼宇产业园和小企
业创业基地等载体，打造基础设施完善、
配套服务齐备、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
的中小企业生态家园，为科技型企业提
供低租金的良好发展空间。三是发挥

“专精特新”基金领投作用，引导更多社
会资本投向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
业，大力推进银政企信息互联互通，形成
一批服务于“专精特新”企业各个发展阶
段的融资方案，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四
是匹配精准优质服务，依托全市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建立集创新、数字
化、财务、融资、专利、上市等专业服务机
构的中小企业服务资源池，为科技型企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成长周期提供精
准服务。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

重庆启动实施“双倍增”行动计划

综合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为提升妇联系统基层干
部综合素质和履职水平，4月 3日，大足区妇联系统领
头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素养提升培训班在大
足区文化馆开班，来自全区 27个镇街的 330名妇联主
席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大足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致欢迎词并
寄语全体学员，希望学员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紧密联
系基层妇联工作的实际，加强新知识的学习和新情况
的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工作水平和实践操作能
力，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奉献巾帼力量。

开班仪式后，中共二十大代表、大足石刻研究院保
护工程中心主任、文博研究馆馆员陈卉丽为大家带来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大足区检察院、龙岗一小、大足
区戏剧曲艺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为大家讲授《齐抓共
管、助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女性心理健康能力
提升》等主题课程。

大足妇联主席集中“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