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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区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武隆区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为便于各单位和社会公众
广泛知晓政策内容，对政策内容作出如下解读。

一、出台背景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基础。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国发〔2021〕9
号），为未来十五年科学素质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2021 年 12 月 7 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渝府办发〔2021〕138 号），明确了“十四五”期间
全市科学素质建设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
施。2020 年我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8.9%，
位居渝东南武陵山城镇群第 1 位，厚植了创新发展土
壤，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离创新型城市公民科
学素质的基本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进入新发展阶段，
科学素质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需要担当更加重
要的使命。我区出台《武隆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细化了“十四五”期间
科学素质建设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对更好
指导我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
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全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力争

达到 13%，继续保持渝东南武陵山城镇群领先。全
区不同人群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明显改善。科普供
给侧改革成效显著，科学素质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科技馆体系得到完善，科技交流合作取得新进
展，全域科普工作新格局初步形成，“科学普及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机制基本形成，科学精神得到广
泛弘扬，创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社会文明程度明显
提升。

三、主要任务
《实施方案》部署了两类十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提升行动。根据不同人群的科学素质现状

及其对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影响，《实施方案》将对
全民科学素质整体提高具有重大关键性影响的人群
和科学素质整体水平较低而又数量巨大的人群作为

重点，确定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
部和公务员为未来五年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五类重
点人群，组织实施 5 项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促进科普
服务的公平化、普惠化、精准化，同时聚焦提高重点
人群核心能力，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
科学素质提升，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
围，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为提升全区科技创新能力作
出积极贡献。

一是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青少年是
国家科技创新的储备人才，青少年想象力关乎民族
创造力的未来。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就
是聚焦培养科学素质建设关键阶段的青少年好奇
心、想象力，着力推动科普与教育深度融合，增强青
少年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弘扬科学
精神贯穿于育人全链条，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
育水平，实施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育计划，建立校内
外科学教育资源有效衔接机制，实施教师科学素质
提升工程，培育一大批具备探索精神和动手动脑能
力的青少年群体，为提升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夯实后
备人才基础。

二是实施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农民作为乡
村振兴的主体，其科学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农民科学素质偏低，成为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短板，必然制约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
高，影响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成效。实施农民科学
素质提升行动，就是以提升科技文化素质为重点，提
高农民文明生活、科学生产、科学经营能力，树立相信
科学、和谐理性的思想观念，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和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促进农民科学素质提
升，造就一支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高素质
农民队伍，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三是实施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产业工
人是创新创造的重要动力，在推动技术创新、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具有基础性作
用。实施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就是以提升技
能素质为重点，提高产业工人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开展理想信念和职业精神宣传教育，实施技能中国创
新行动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发挥企业家提升产业工
人科学素质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一支有理想守信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守规章重安全的高
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实施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8.4 万
余人，占总人口 23.56%，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
深。而现代社会正在加速向高度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时代迈进，老年人如何跨越“数字鸿沟”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实施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就是以
提升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为重点，提高老年人适应社
会发展的能力，实施智慧助老科普行动，提升老年人
信息获取、识别和使用能力，增强老年人个人信息安
全保护意识，有效预防和应对网络谣言、电信诈骗；加
强老年人健康科普服务，实施银龄科普专项行动，增
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老有所乐、老
有所学、老有所为。

五是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
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治国理政的骨干作用，肩负着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
事业的重要职责。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
提升行动，就是通过搭建各种平台，进一步强化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对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认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树立科学
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增强科学执政本领，在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武隆高质量
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重点工程。立足于智能社会的新特点，围绕
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提高科普服务供给效能，通过
分析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础条件和薄弱环节，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部署了
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科普基
础设施工程、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科学素质开放
合作工程等 5 项重点工程，将构建主体多元、手段多
样、供给优质、机制有效的全域科学素质建设体系，通
过政策机制建设，有效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
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发展大格局，为全民
科学素质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一是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科普资源是科
学素质建设的基础，科技资源的科普化是产生高质量

的新科普资源的途径和源泉，而新的高质量科普资源
是丰富和更新科普内容的基础。实施科技资源科普
化工程，建立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实施科技资
源科普转化专项行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科技工
作者科普能力，就是从机制建设、专项行动、示范引领
和社会责任等方面作出的具体部署。

二是实施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移动互联网彻
底的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
式。“互联网+科普”的使命是让科技知识在网上和生
活中流行，实现科普“传播高效”。实施智慧科普建设
工程，实施全媒体科学传播能力提升计划和实施繁荣
科普创作资助计划，大力发展数字科普文化产业，推
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即时、泛在、精准
的信息化全媒体传播网络，就是要畅通科普传播渠
道，完成科学理性与社会认知、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
融合传播，更好地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三是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经过多年建设，科
普基地等已经成为科学普及的重要阵地，社区科普大
学、社区科普活动室等基层科普阵地建设也得到长足
的发展，但我区科普资源供给仍然存在城乡差距明
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工
程，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完善现代科技馆体系，
加强科普基地建设，加强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旨在实
现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服务均衡化、广覆盖。

四是实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创新基层科
普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建立应急科普宣教协同机
制，健全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培育科普品牌活动，加强
专兼职科普队伍建设，旨在提升基层科普服务的覆盖
面、实效性和获得感。其中，将应急科普纳入重点工
程的建设内容，是在总结我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经验的基础上，对科学素质重点工程所做的重要调
整，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五是实施科学素质开放合作工程。推动科学素
质交流合作，加强“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加强川
渝科普交流合作，主要是考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拓展科学素质
建设交流渠道，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
科学素质开放合作工作，更好学习借鉴市内外科学素
质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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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副食品价格动态表

类
别

蔬
菜
类

商品名
称

白萝卜
胡萝卜
土豆
莲藕

黄秧白

单 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本期价格
武隆
1.06
4.28
2.23
4.77
2.80

彭水
0.98
5.39
1.66
4.94
1.75

涪陵
1.00
3.61
1.77
4.39
2.23

南川
0.89
5.67
1.30
6.08
2.25

丰都
1.28
4.10
1.68
4.46
1.89

类

别

粮
食
类

商品名称

当地主销大米
东北大米

面粉

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本期价格

武隆

2.18
2.39
2.19

彭水

2.18
3.09
2.17

涪陵

2.38
3.06
2.19

南川

2.60
2.41
1.79

丰都

2.73
2.43
2.29

类
别

食
用
油
类

商品名称

菜籽油

花生油
大豆油

食用调和油

单位

元/桶

元/桶
元/桶
元/桶

食用油
武隆

75.98

169.90
65.98
79.90

彭水

88.00

162.00
61.00
72.00

涪陵

67.80

169.90
69.90
69.50

南川

76.90

164.90
54.50
79.90

丰都

79.90

169.90
56.00
69.50

姓 名

关青伟

叶 娟

邓华强

任远志

肖 何

吴泽林

易长君

晏 荣

沈 铮

朱 勇

黄 娅

李兴素

李 勇

李 凤

冉水平

陈 进

林光梅

王 锡

李贤梅

工作单位

区党政专用通信中心

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区农业投资项目服务中心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水利局

区水利局

区融媒体中心

区工业发展（集团）公司

重庆市烟草公司武隆分公司

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

区实验小学

区第二实验小学

区第二实验小学

区示范幼儿园

凤来镇中心校

区人民医院

区人民医院

区中医院

区妇幼保健院

根据《关于推荐评选优秀科技工作者的通知》（武隆科协发〔2022〕5 号）文件精神，各乡镇（街道）、区级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推荐评选工作，层层筛选，
经工作单位推荐，所属纪（工）委（纪检组）审查，所属党（工）委（组）同意，区科协、区科技局共同研究，同意关青伟等 36 名同志拟评定为武隆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现将拟
评定对象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自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拟评定对象有异议，请向区科协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和必要的证明文件。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加盖公
章；个人提出异议的，应署真实姓名，注明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见表）

联系人：黄河春，电话：77727055
地 址：武隆区政府3号楼七楼（区科协普及科）

重庆市武隆区科学技术协会 重庆市武隆区科学技术局
2022年5月6日

重庆市武隆区科学技术协会
重庆市武隆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拟评定武隆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公示

姓 名

傅袁平

陈小娅

李晓敏

谭晓强

夏于秀

杨 毅

蒋正权

倪兴茂

申孝英

杨 明

张育飞

陆景伟

孙翰昌

罗文华

陈大霞

夏 林

邓小兵

工作单位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远瞻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芙蓉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白马镇农业服务中心

江口镇农业服务中心

平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桐梓镇农业服务中心

庙垭乡农业服务中心

文复乡农业服务中心

后坪乡农业服务中心

重庆穗通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市农业科学院（派武科技特派员）

重庆文理学院（派武科技特派员）

市畜牧科学院（派武科技特派员）

市中药研究院（派武科技特派员）

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

拟评定对象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核酸检测必不可少。那

么，咽拭核酸采样时个人应该如何做，才能更有效地

预防个人感染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感染科郭威副主任提醒大家，在做咽拭核酸采

样时注意以下六点：

1.口咽拭子核酸检测采集前喝水或进食会冲淡

附着于咽部的病毒，特别是喝热水还会抑制病毒的活

性。为提高咽拭子核酸检测的准确度，建议检测前

30 分钟受检者不要喝水、饮酒或嚼口香糖，以保证咽

拭子核酸检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2.为防止咽拭刺激反射性呕吐，采样前 2 小时应

避免进食。

3.核酸采样排队时，请勿拥挤扎堆，遵守“一米

线”原则，勿说话聊天。

4.核酸采样时，头部微仰放松，嘴张大，做“啊”的

口型，但不建议发长“啊”。同时屏住呼吸，以减少感

染的风险。

5.当前一位检测者检测完毕，不要立刻上前，可

以等医护人员做好下一个采集工具的准备工作，并发

出手势后，再上前摘口罩，配合指令尽快完成检测，然

后快速戴上口罩，迅速离开采样点。

6.在采集核酸时，不要用手触碰采样桌面，也不

要把手机、身份证等个人物品放在桌面上。（蔡熊更对

本文亦有贡献） （转自人民网）

咽拭核酸采样时，要做到这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