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四川单元展区，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刘进教授从科技成果转
化个人所得中捐赠1亿元设立“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发展基金”照片入展，展示了
四川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驱动创新路
径，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成为首
个全面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先
行先试省。

华西医生捐出1亿元设规培基金
培养更多“健康守门人”

去年9月，“川大华西医院获捐1个
亿”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捐款者刘进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而
这1亿元则是他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
得。

据了解，2020年6月以来，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与宜昌人福签署了“新型骨骼肌
松弛药物”“超长效局麻药”两项专利许可
及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5
亿元，两项合同涉及专利均由刘进教授及
其团队研发产出。根据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科技成果转化九条激励政策》的规定，
刘进教授因此获得了1亿元奖励资金。

之后，刘进教授将这1亿元捐出，用

于在华西医院设立专项规培发展基金，激
励住院医师、带教师资，提高住院医师临
床能力。这也是我国首个由个人捐赠设
立的专项规培发展基金。

按照协议，凡是在国家和省级住培平
台上注册培训基地为华西医院的所有身
份住院医师，包括社会人、本院职工、外院
委培（含西藏委培、全科定向生）、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以及华西医院住院医师带
教师资（含住培导师），将在评优、出国交
流学习等方面获得基金支持。

刘进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我从事研
究和转化20多年了，在规范化培训这条
路上也走了20多年了，希望这笔钱能让

更多的规培医生和老师们在这条路上继
续前进，为基层培养更多合格的‘健康守
门人’。”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四川经验在全国推广

刘进的案例，只是四川推动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四川省坚
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全
国率先探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
所有制改革，着力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
皮”难题。

2016年1月，西南交大在国内高校中
率先实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

使职务发明人首次拥有了职务科技成果
的所有权。此后，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
学、西南石油大学等相继发布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去年6月，四川又出台“科创十条”，
明确“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不纳
入国有资产管理”等改革任务。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2月，全省45家试点单位
已完成职务科技成果分割确权700余项，
作价入股创办企业100余家。

如今，科技创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逐步
打通。四川作为科教资源富集、创新基础
厚实的中西部地区科教大省，正在加快把
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据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四川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
比重提高到15.6%；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达2.18万亿
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4012亿
元，占GDP的比重达到7.5%。2021年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1214.5亿元，投
入强度达2.26%，比2012年提高了0.8个
百分点。

不仅在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方面走在
了全国前列，十年来，四川改革全面发力、
纵深推进、多点突破、亮点纷呈，涌现了一
批标志性的成果，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
革、自贸试验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等经验在全国推广，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
建制调整改革、天府中央法务区建设，分
别被评为2020年度、2021年度中国改革
省级唯一特别案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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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
不两直”调研方式成为主流，“解剖麻雀”
蹲点调研和“马路办公”“一线工作法”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成为实地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常态化方法，借助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
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效能成为转职能
转方式的重点探索方向。

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过程
中，重视基层、关爱基层、提升基层的工
作导向进一步形成，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加强，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凸显，基层治理体
制机制不断健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
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为基层放权
赋能效果逐步显现。

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当前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一些形式主义问题仍然屡禁不止，
体制机制建设还存在短板不足，一些地
方和部门产生松劲懈怠心理，基层减负
各项规定落实还有差距。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直面问题，要进一步坚持和弘扬党

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充分发挥专项工
作机制作用，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深入发展，让基层党员、干部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为党和国家事业开
创新局面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牢记初心使命，实干奋斗兴邦。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
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必将凝聚起全
党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
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邵明亮）10月10日，2022年四川省河
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培训暨动员会在成都
召开，标志着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全面
启动。我省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工作为
全国首创，通过建立健全河湖长制督查
专家库，深入地方查找河湖长制工作存
在的问题。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省河长制办公室已牵头组建进驻式

督查工作组，将于10月18日至31日进驻
广安市武胜县、乐山市夹江县、自贡市大
安区开展督查工作。

我省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主要围绕
河湖长制“五大体系”“六大任务”，重点
对进驻县（市、区）党委政府、河湖长及有关
部门履职尽责，河湖长制“5+9”重点工作
落实，各类警示片披露、部省暗访发现涉河
湖问题整改等工作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在督查方式上，工作组进驻期间将

通过个别谈话、调阅资料、受理举报、下
沉督查、现场核查、走访问询、调研座谈、
问题移交、媒体曝光等形式开展督查，将
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受理群众来信
来电举报，并接受公众监督。

未来，我省将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积
极建立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长效机制，
每年选择3-5个县（市、区）开展河湖长制
进驻式督查，5年内实现全省21市（州）进
驻式督查全覆盖。

川大华西医院教授捐款1亿元照片登展
展示四川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驱动创新路径

四川首次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全面启动
5年内实现市州全覆盖

刘进教授（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基金捐赠仪式现场。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9月27日
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位于第五单元的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氛围墙，展出了国家级非遗文化产品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刘氏竹编代表
作品《莲籽花器》。

《莲籽花器》由刘氏竹编第二代传承
人设计打造，灵感来自中国的莲蓬，七个
瓶型姿态各异，单独摆放可自成一格，三
五成组，则高低错落，韵律十足。这组展
品形似莲蓬，带着天然的清新之感；千丝
扣瓷，展现着手工作品的温暖人情。

刘氏竹编，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传统
手工技艺之一，工艺技术精湛、文化底蕴
深厚，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具有代表性。
2008年，刘氏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2018年5月21日，入选第一批
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以竹作画技艺精湛

刘氏竹编以提花编织法为特色，竹

片每厘米分为32至48丝，以素雅织画为
主；刘氏竹编工艺是用慈竹作材料，手工
制作生产工具，编织生活用具，在此基础
上衍生、创造出来的编织工艺，是最具特
色的中国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之一。刘氏
竹编的作品设计新颖，首创的以竹作画
技艺精湛，具有“薄如翼、细如丝、轻如
尘、织如锦”的艺术特点。

截至目前，刘氏竹编已获得国际国
内奖项30余项，相继在成都和京广沪等
十几个城市设立展销门店，同时远销欧
美、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渠县成立的四川刘氏竹编工艺有限
公司，目前拥有骨干竹编技师50余人，其中
竹编工艺美术大师1人，竹编工艺美术师、
助理美术师10人；相关经营人员300余人；
年销售收入稳定在1000万元以上。

打造民族手工艺轻奢品牌

渠县刘氏竹编，以刘嘉峰独创的编
织工艺命名，现已发展出数百个花色品

种系列竹编艺术品。近十来年，刘氏竹
编的传承人一直在努力打造民族手工艺
轻奢品牌，步履不停，将传承了几千年的
竹文化浸润到生活里，从衣、食、住、行等
方面延伸，与茶道、花道、香道、文玩相结
合，实践了“居不可无竹”的文化理念。

现在，刘嘉峰的竹编工艺更加精湛，
艺术性和鉴赏性更加高端。小巧如几十
厘米的瓷胎竹编工艺瓶，大到高100多厘
米、直径数十厘米的巨型摆件，均驾轻就
熟，并能按客户意愿接单定制。先后推
出提花瓷胎竹编、竹编字画、竹编宫灯、
竹编台屏、竹编屏风和双面竹丝编等竹
编系列工艺新品。

“我这一辈子都在搞这个东西（竹
编）。现在来看，做得不错，也比较有成
就感。”刘嘉峰告诉记者，现在，他一家人
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儿子从北京回来，决
定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女儿和儿媳也
加入其中，“也算是后继有人了，比较欣
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渠县刘氏竹编为何能入选主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