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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市民在大足区海棠湖公
园内的健身步道上跑步健身。近年
来，大足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
发展，在提升生态公园功能的同时，积
极推进健身步道和公园建设相结合，
在公园里合理布局健身步道，免费向
社会开放，增强群众幸福感。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公园+健身”
加出群众幸福感

按照社会组织相关条例以及《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有关规定，根据社会组织申报，经我局
审查，现将拟任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予以
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负责人名
单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形
式向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中

心举报或反映。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监督电话：43789398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龙景

路123号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3年7月11日

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公示名单（2023-3）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的公示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准予下列15家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
一、成立登记（2家）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全区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
2023年第4号

二、变更登记（7家）

三、注销登记（6家）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3年7月11日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7月 6日，大足区红十字
会在季家小学举行“生命护航 博爱送暖”安全头盔发
放仪式，向季家镇 10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赠送安全头
盔合计200顶，为他们安全行车保驾护航。

季家镇山坡多、弯道多，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是当地常见的出行方式，其中部分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淡薄，骑乘时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针对这一情
况，大足区红十字会通过季家镇党委政府对当地学校
进行情况摸排，选定 100个需要骑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并且经济条件稍差的家庭作为关怀对象，向小学生和
家长各自赠送一个全新型号合适的安全头盔。

发放仪式上，领到头盔的小学生和家长笑容满面，
不少人当场打开包装盒，取出头盔试戴。“头盔很漂亮，
看起来很结实，我和娃儿一定按要求戴好头盔。”家长
们说道。

“希望家长不飙车，不骑快车，专心骑车，一定不要
边骑车边看手机，小朋友们要监督提醒家长。”季家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实施农村道路改造升
级工程，让群众出行更安全便捷；同时加强道路安全宣
传教育，让交通安全常识入脑入心。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曹栋）7月7日，由重庆医
科大学主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承办的重庆
医科大学 2023年本科教学管理干部培训会暨首届教
学管理干部培训会在大足召开，旨在打造一支职业素
养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学管理队伍，促进学校教学管理
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当天，西南大学教务处处长吴能表、重庆医科大学
副校长邓世雄、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徐
晨等 10余名专家学者作了《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
效率》《新医科为统领，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强化
教育教学研究，打造有灵魂的高等医学教育》等专题讲
座。专家学者们立足教学管理职能与职责，分别从“本
科教学现状”“生源质量”“教学运行”“专业建设”“临床
实践教学”等方面介绍了最新的教学管理理论和部分
实践案例。

通过学习和交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不仅对教学
管理的目标和原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掌握了许多
实用的应对实际教学问题的管理方法和策略。今后，
将加强团队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推动本科教学
管理工作不断提升。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杨琢

7月 10日，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刀具生
产线上忙碌着，他们正在加工的这款刀
具套盒来自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重庆赛区）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
赛一等奖作品《清风月莹牧牛无忧》。该
刀具套盒以大足石刻《牧牛图》为原型，
通过“牛”的形态演变，设计出砍、切、削、
雕四把刀具，每一把刀具都形状各异，或
如倔牛横冲直撞，或酣睡如泥。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把大足锻打刀
具创意设计专业赛的优秀设计作品转化
为实际产品。”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黎光明介绍，除了《清风月莹牧
牛无忧》，上届一等奖作品《海棠依旧》高
端女士美容套剪已经开始量产，上上届
一等奖作品《大马士革切片刀》已卖出 2
万多把。

优秀的创意能够不断转化为最终的
产品走向市场，得益于大足区政策激励
护航、精准对接落地、双创大赛赋能的一
整套成果转化机制。

大足在全市区县中率先出台《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制定《大
足区科技发展项目管理办法》《大足区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项目实施细
则》等管理制度，大力推行“定向研发、定
向转化、定向服务”订单式成果转化机制。
2022年组织实施并通过评审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项目9个，支持资金90万元，撬动
社会投资近1000万元。大足也是全市首
个把地方特色产业与创新创业大赛有效
融合的区县。连续三届的双创大赛，共
有13件获奖作品实施转化应用，7件作品
已投向市场，累计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则
是点燃这个新引擎的点火系。“除了深入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投入激励和科
技人才引育也是我们科技体制改革的重
点。”大足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杜韧
介绍，通过建立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
入为主体、金融市场为支撑的多元化科
技投入体系，吸引科技创新主体、平台、
项目、要素向大足区集聚。截至2022年
底，大足区已有市级科技型企业 1253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12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173 家，高成长性企业 32
家。2022年，全区 188家规上企业申报
研发投入 23.3亿元，同比增长 52.4%；科
技成果登记增长 89.7%，技术合同交易
额增长90倍。

科技人才引育方面，大足区坚持“引

智”“借脑”“引项目”相结合，推广“按需
培养”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并与中科
院重庆分院、重庆大学、四川美院、吉林
大学重庆研究院、西安交大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合
作平台，辖区盛泰光电等企业与清华大
学、重庆大学等院校结成了技术创新联
盟；施密特电梯公司与吉林大学重庆研
究院深入合作，仅用 1个多月的时间就
攻克了企业在强驱型家用电梯的研发技

术难题。
“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内容之一，接下来，我们将锚定创建
国家高新区目标，突出创新制胜，聚焦数
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
大科创新高地建设，以数字重庆建设为
引领，探索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等科技
改革项目，加强数字赋能，推动范式转
变，加速把科创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
杜韧说。

重庆市大足区铁山镇双桥村4组沈治永（身份
证号：510230194012068430）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0120684304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将军村2组江传科（身份
证号：510230195502054976）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550205497623），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季家镇百名学生及其家长
获赠爱心头盔

重庆医科大学本科教学
管理干部培训会在足召开

大足:让第一动力澎湃发力

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订单。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