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种设置调整为6个类别

新修订的《办法》将四川省科学技
术奖由此前的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和
科学技术进步奖2个类别调整为6个类
别。新调整后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包
括：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杰出青年科
学技术创新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四川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
品华在解读新增类别时提到，此前的奖
种设置与国家的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没有一一对应，“由此导致获得四川省
科技奖励的项目在提名国家科技奖时，
存在一些弊端。譬如，获得四川省科技
进步奖自然科学类的项目，在提名国家
自然科学奖时，会出现奖种不对应的情
况。”修订后的《办法》，使得四川省科学
技术奖的奖种设置与国家科技奖的奖
种相对应。

在对标国家科技奖的奖种设置外，
四川还设置了“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
奖”。记者注意到，该奖项候选者应于提
名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且提名年度
在川工作。此外，还应在当代科学技术
前沿获得重要发现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
中取得同行公认的创新性成果，对学科

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或是在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中取得创新性突破，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为何在奖项设置中加大对青年科技
工作者的激励力度？杨品华表示，该奖
项的设立是为四川青年人才开辟单独支
持渠道，奖励在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开
发中取得重大成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奖励对象放宽国籍限制

记者注意到，修订后的《办法》在提到
奖励对象时表述有了调整：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授予符合条件的“科学技术工作
者”，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
进步奖的奖励对象则是“个人和组织”。
而此前的表述为“公民”、“公民和组织”。

对此，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刘清友表
示，奖励对象由“公民”调整为“个人”，
放宽了对科学技术奖励对象的国籍限
制，是科技厅落实《国家深化科技奖励
制度改革方案》精神，营造良好创新氛
围的重大举措。

据了解，在以往的奖励提名中，由
于奖励对象的限制，外籍专家只能申报
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类，“他们与
学校合作产生的科技成果无法申报省
科学技术奖其他奖项，外籍专家的创新
成就得不到政府认可。”刘清友说。

“推荐制”变为“提名制”

新修订的《办法》将此前的“推荐
制”改为“提名制”。《办法》中明确，省科
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候选者由个人
或者组织提名，不受理自荐。

四川省科技厅奖励处副处长刘忻
表示，实施提名制一方面是希望学习
诺贝尔奖等国际知名科学技术奖的做
法；另一方面是加大行业专家的话语
权，“提名制的实施将促进提名者加强
平时调研，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使实
施效果好、知名度高的项目更容易脱
颖而出。”

那么，哪些个人和组织可以作为提
名者？《办法》明确了三类，包括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
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以及四川省科学
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省直相关部
门、市（州）人民政府；经省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学会、协会等组织机构。

刘忻提到，提名单位会根据科技奖
励工作发展的需要，不定期增补一些组
织机构，“提名资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会
有信用管理和淘汰机制，有进有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秦怡 实习生 徐婷婷魏雨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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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为何在奖项设置中加大对青年
科技工作者的激励力度？

杨品华表示，该奖项的设立是为
四川青年人才开辟单独支持渠道，奖
励在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中取
得重大成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新修订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
办法》经审议通过后已正式公布，并于
12月1日起施行。《办法》有哪些亮点？
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哪些利好消息？10
月29日，四川省科技厅举行政策发布
会，对新颁布实施的《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进行重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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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2020成都全球创新创
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博览
会在成都开幕。

会上，成都发布了《成都市区块链
应用场景供给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明确成都将实施三大专项行
动，推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
成创新和融合应用，构建区块链创新
应用产业生态，着力培育经济新增长
点，为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
新动能。

根据《供给计划》，成都将加大政
策支持，制定区块链产业发展专项政
策，力争到2022年，打造30个典型区
块链应用示范场景，形成2-3个区块
链产业集聚发展区，将成都建设成为
区块链技术创新先发地、区块链产业
创新发展示范区。

聚焦10个“区块链+”场景供给

按照《供给计划》，成都将在政务
服务、城市治理、新消费、跨境贸易、智
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 10 个区块
链应用领域，形成开放共享生态。

例如，在“区块链+政务服务”场景
供给上，将完善“蓉易办”“天府市民
云”等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推进基于区
块链的统一身份管理、可信数据流转
等技术，在电子证照管理、信用数据共
享等场景的应用，提升服务型政府建
设水平。

在“区块链+城市治理”场景供给
上，将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成都
市网络理政、交通运行、数字城管、应

急管理、智慧环保、综合执法等平台功
能，推动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享、业务
协同，在城市综合治理、应急防控等城
市治理场景中的应用，在合法合规的
前提下，强化数据归集共享开放，促进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风险防控“一体
联动”。

此外，在“区块链+新消费”场景供
给上，将提升市民美好生活体验，通过
加强“区块链+跨境贸易”场景供给，助
推对外开放高地建设，通过加强“区块
链+智能制造”场景供给，赋能实体经
济数字化转型等。

建设统一的可信基础设施平台

目标既明，举措已定。成都将实
施区块链应用场地落地行动，建立区
块链场景“揭榜挂帅”机制，市级部门
和各区(市)县围绕场景供给重点任
务，每年征集遴选一批区块链优秀解

决方案。
整体上看，成都将建设全市统一的

区块链可信基础设施平台，构建形成跨
行业节点、多链多应用、统一安全服务、
统一信任服务、统一数据接口标准的可
信信息基础设施体系，降低区块链应用
成本。

具体而言，将探索制定区块链技
术及应用标准体系，鼓励引导全社会
按照标准规范开展区块链应用，同时
支持企事业单位建设区块链测评机
构，为区块链应用场景建设提供业务
规范性、技术可靠性、安全合规性等
测评认证服务，促进区块链行业规范
发展；并鼓励支持跨链技术应用研究
与突破，开展跨链应用服务，推动各
类区块链平台互联互通，打破现有区
块链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复用与业务
协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摄影 雷远东

10 月 29 日，在 2020 成都全球创
新创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
博览会上，同期举办的2020福布斯中
国创新峰会聚焦于5G和万物互联，圆
桌对话上，嘉宾畅谈从人与人互联，到
人与物互联，5G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将
加速万物互联时代到来。

在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华西院
信息化部总经理、四川省通信协会理
事周洪成看来，5G技术所带来的影响
体现在多方面。

“在 2G 时代，中国只能跟着行业
走，到了3G、4G时代能够参与其中，但
是到了5G，我国已成为主导者、整个游
戏规则的制定者。”周洪成记得，中国
的流量在近十年实现千倍增长；到
2030年，全球的移动数据增长将是现
在的2万倍。

流量的暴增对技术提出更高要
求，5G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融合，将为众多行业带来创
新性的进步与变革。“现在正在推进的
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等都对
网络信能提出更高要求。”周洪成说。

因此，5G面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
网，也具有海量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
特性，相比4G来说，在技术上实现了巨
大飞跃。“可以说，5G也为技术革新和
网络架构带来颠覆性变化，例如网络延
时，4G 时代，打开网页的延时是 10 毫
秒，到了5G，要压缩到1毫秒，同时，网
络的接入能力更强，利用率更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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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为众多行业
带来创新性进步与变革

10月29日，2020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博览会
在成都开幕。

我省新版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亮点多

奖种增至6个 首设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

成都发布区块链应用场景供给两年计划

将打造30个典型区块链应用示范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