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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赢得未来的关键。 5 月 17 日
召开的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全会决议，为我市

“十四五” 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创新工作确
立了纲领、明确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全市上
下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深入推动
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支撑引领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
展。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
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要

提高战略站位，深入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论断、新
要求，亲自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要求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在视察重庆时对重庆科技创新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上
下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发展科技第一生
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
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重要要求，集中
力量打造科技创新“加强版”，使创新成为重
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下转第二版）

让科技创新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重庆日报讯 5 月 17 日，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五届委
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提出的系列重要指
示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深入推动科技创
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地支撑
引领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
年。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 市委书记陈敏尔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

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全会决议。
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为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战略站
位， 深入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领会落实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
新第一动力的重要要求，领会落实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的重要要求，领会落实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
重要要求，领会落实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要求，领会落实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要求，领会落实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合作的重要要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就能抢占先机、赢得
优势。重庆正在谱写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对科技
创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们要坚持把科技
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科技创
新的主方向，把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主
目标，把产业科技创新作为主战场，把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作为主平台，把科技成果产生转化应用作为主抓手，把优
化创新生态作为主任务， 进一步增强重庆科技创新的集聚
度、活跃度、开放度、贡献度、辐射度，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抢
占先机、赢得主动。

全会指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党

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根据成渝地区具体实际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有利于优化全国科技创新版图，有利于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 有利于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支撑力
量，有利于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重庆拥有国家战略定位优势、特殊区位优势、产
业基础优势、良好生态优势和大数据智能化先行优势。 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市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还不够高，短板和
“痛点”仍较突出。要认清意义和作用，把握优势和短板，找准
方向和路径，围绕“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要求，体现“科技创新
中心”的特征，努力在要素集聚、产业引领、科技服务、创新生
态上下功夫，强化川渝协同创新，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
成效。

全会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明确科技创新主攻领域，创
造更多科技供给，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以
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要聚焦产业发展强化科技赋能。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突出抓好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
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着力壮大新
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提
档升级，加快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
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
样化升级。 依靠科技创新拓展现代农业发展新空间，实施现
代种业提升行动，加快农田宜机化改造，加强农产品深加工
技术开发，壮大农村电商。要聚焦社会民生强化科技添彩。更
加注重把民生需求作为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服务人民生命健
康，丰富智能应用场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更好地用科技力量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 要聚焦生态
环保强化科技支撑。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加大三峡库区综合治理的科技攻关力度，加强环境污
染治理的科技研发，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路径，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精准施策，盯紧做实科
技创新任务抓手，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要布局战
略科技力量，加快构建实验室体系，着力建设大科学装置，推

进科研力量优化配置，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速创新资源汇
聚，服务好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大局。要加快科创平台建设，丰
富完善“一城多园”模式，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高
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 高起点创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
高质量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发展，高效率推动“一区两群”协同
创新，形成星罗棋布、众星拱月的创新发展新格局。各区县要
遵循创新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着力打造本地科技进步
和产业创新的优势特色。 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重点企业
创新引领支撑作用，引进培育科技型企业，加强科技企业孵
化器建设，努力打造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要促进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应用，强化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联结，促进产学研协
同创新，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
人才政策，在聚集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人才上下更大功夫，
持续优化近悦远来的良好环境，让重庆成为各类人才向往之
地。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着力完善创新决策、创新投入、权益分配、容错纠错等方面机
制，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

全会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创造
良好条件，为推动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要压实领导责任，
强化党委政府主体责任、 党政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责任、分
管领导主管责任，加强工作联动，做好任务分解，强化督查考
核，确保工作执行有序、推进有力、服务有效。 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加强学习和实践，提高科学素养、发扬专业精神，努力
做到抓科技创新有想法、有办法。 要加强政策支持，统筹财
政、金融、产业等各方面政策供给，提高政策精准度、配套性
和执行力，确保各项政策见到实效，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
要强化项目落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科创项目，加大科技
招商力度，在产业转型升级、共性技术开发等领域实施一批
重点项目，引导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推进科技创新项目。 要营
造良好氛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学普及和创新文
化建设，形成人人崇尚创新、人人希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
良好局面。

全会指出，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一切创
新资源，激发一切创造活力，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各级各部门
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满腔热忱为各类创新
主体排忧解难、搞好服务。 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深度参与产学研合作，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推出更多
创新成果。 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要坚定创新自信、强化创新
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各级科协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
织开展“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助科技工作者作贡献”行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努力攀登科技高峰，把论文写在重庆大地
上。 全社会要积极参与，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汇
聚起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正能量。

全会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会
精神，更加扎实有效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要扎实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切实强化外防输入各项措施，持续做好内防反弹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疫苗接种。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着力巩
固恢复性增长好势头，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全力实现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 要扎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持续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要扎实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
年安保维稳工作，强化安全生产，抓实抓细防汛抗旱，维护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推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认真抓好
换届工作，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全会要求，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善作
善成，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为谱写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
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注入强大动力。

市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市委委员的市领导，各区县、市
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主要负责人，
以及部分党的十九大代表和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列席会
议。

中共重庆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召开

切实提高战略站位 深入推动科技创新
更好地支撑引领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陈敏尔讲话 唐良智作说明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全会决议

巫山县， 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
三峡深处，扼渝鄂咽喉，有渝东门户
之称，1997 年重庆直辖后归重庆管
辖，之前隶属四川省。 战略地位极其
重要，历来为兵家逐鹿之地。

1916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后， 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
与混战局面。 巫山所处的下川东和
相邻的鄂西地区， 兵灾战祸连年。
1918 年 7 月， 四川督军熊克武明令
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
正式形成防区制，川政统一被破坏。
20 年代，军阀刘湘、杨森互争防地，
巫山先后为其防区。 川军张冲、唐式
遵、王陵基、陈兰亭、潘文华、杨汉
域、赵鹤、戴天民，北洋军吴光新、卢
金山、王汝勤，鄂西靖国军兰天蔚，
黔军李 ， 滇军田梯等各路大小军
阀， 轮番于巫峡两岸驻防， 战祸不
断。

巫山，山大坡陡，土地贫瘠，交
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的日子
十分穷苦。

军阀政府和驻军， 为扩军而抢
占地盘， 在巫山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横征暴敛。 驻军自委官吏， 自筹饷
款，借征预征，聚敛无已。 自 1923 年
起， 田赋征收一年预征 4～6 次，

1927 年， 二十军杨森已将田赋借征预征到
1946 年。为聚敛庞大军费，军阀竞发债券，强制
推销；税外增税，捐外加捐。 明令的苛捐杂税达
四十多种，名目繁多，畸重异常。 至 1933 年，巫
山田赋，每两增收附加税 51 元，为刘湘二十一
军防区 44 县榜首第四；至 1935 年，为川省最
高 8 县之一。

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 按点播窝数计税，

不论年成好坏，都得按窝缴纳，农民痛恨称之
为“窝捐”。 军阀残暴掠夺的同时，地方官吏与
地方豪绅助纣为虐，残酷统治，剥削人民。 地主
阶级把沉重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以高
租重押剥削农民。 盛行“铁板租”，无论年岁丰
歉，佃农须照约纳租，不少升合；年租额占产量
的 50%以上，水田甚至七成八成。 地主还以“欠
租累进”、好田换孬田、一田二佃、无偿劳役、预
收租课及高利贷等手段勒索农民。 贫苦农民租
佃土地，“上庄先交押，无押不成佃”，尚未耕种
收获， 就得先向地主缴纳占一年地租 60%～
80%的押金，佃农十之八九靠借贷付押，又往往
陷入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中。

兵连祸结，乡间匪患四起。“夔、巫、大宁连
界之地，有匪 2000 余人”。 军阀只关心扩军，从
不认真剿匪，甚而兵匪勾结，兵匪一家，成为亦
兵亦匪、亦匪亦兵的“股匪”。 酿致巫山西南两
方万驼背、钟麻子、刘缺钯、熊铁脚板、徐双爪
爪等股匪林立，庙宇、铜鼓两地被洗劫焚烧。 北
洋军阀败将闫礼威， 败退奉大巫占山为王，自
称川鄂边防司令。 其幸春廷部袭占巫山县城数
月；其团长万驼子，长期于官阳和房县、九湖地
区驻扎掳抢。 绿林出身的杨森二十军第六师师
长陈兰亭叛投刘湘， 也曾率部万余人进占巫
山。 兵匪到处打家劫舍，鱼肉乡民，巫山城乡长
期处于兵匪蹂躏与兵燹战火的苦难之中。

军阀横征暴敛，官府敲骨吸髓，地主高租
重押和兵匪骚扰肆虐， 致使生产遭到极大破
坏，各业凋敝；民间疾苦不堪言状，人民其苦尤
深；饿殍遍野，人口锐减，巫山人口由 1916 年
的 17.4 万人，减至 1936 年的 15.05 万人；人民
生路断绝，挣扎在死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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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先庆 鲁作
炳 文 /图

叶底青李小， 凝翠色如珠。
在骡坪镇观奇村，400 多亩脆李
树排列成行，青翠欲滴的脆李正
茁壮成长。同样，在北山村、凤岭
村，3000 亩新栽的茶叶，在霏霏
细雨中孕育着希望。

5 月 17 日， 从观奇村到凤
岭村，骡坪镇党委书记董亚平一
直停不下脚步。规划的产业现在
怎么样了？村民们还有什么困难
或问题……让他觉得只有深入
到田间地头、 村民家中真正了

解，才会让他放心。
产业兴，百姓富，方能绘出

骡坪镇乡村振兴的一幅绿水青
山画卷。

“脱贫攻坚验收后，我们始
终坚持‘四个不摘’要求，聚焦脱
贫攻坚‘三精准’‘三落实’‘三保
障’，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加快推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董亚平告诉记者，乡村振
兴，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该镇
按照“一个引领、两条主线、三大
示范片”工作思路，坚持精准布
局谋划， 推动特色产业逐步成

型，逐步壮大产业规模，形成了
以万亩脆李、万亩核桃、万亩中
药材及烤烟、茶叶、山羊、中蜂为
主的高山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成
功创建凤岭千亩茶园、大垭高山
蔬菜、鸳鸯晚熟水蜜桃、和平金
果梨、路口铭雨葡萄等 5 个新型
农业产业基地。 同时，坚持将产
业谋划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因
地制宜持续推出茶园、 大垭、龙
河、鸳鸯等乡村旅游点，将集中
连片产业打造成亮丽风景，带动
群众吃上旅游饭。

此外， 还持续推进人才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战略，高
标准建设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
地，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
化提升行动； 着力打造田园风
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农家美
食等特色名片；进一步拓展宣教
阵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体系，积极开展“传家训、立
家规、扬家风”活动等；突出红色
引领， 切实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

如今，骡坪镇在产业基本成
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乡村振兴
试点，突出绿色发展，打造了沙
坪示范片、骡坪示范片、楚阳示
范片等城乡环境新面貌示范，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下一步，骡坪镇将按照县
委、 县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 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围绕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力争通过
3 年的努力，把骡坪镇打造成为
全县乡村振兴下庄片区的示范
和样板。 ”董亚平说。

骡坪镇：巧手绘出绿水青山画卷

市市民民在在草草莓莓园园采采摘摘草草莓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