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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综合办公室编印 2022 年 6 月 20 日

实践活动进社区 基层党建结伴行

—深化实践活动，市工科院送党课进社区

为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下基层

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走实

走深，6 月 16 日上午，院机关党总

支组织党员代表赴党员居住地洪山

区关山街道碧水社区，开展“基层党

建结伴行 政策宣讲进社区”创意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暨送党课进社区活动。活动由社区党支部书记程蓉主持。市

工科院副院长陈铭恩以“习近平强调的‘国之大者’”为题，为广大党员干

部讲授专题党课。院党委书记、院长程百炼，社区支部班子成员、居民党员

共 40余人聆听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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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党课以接地气、冒热气的讲述形式，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回顾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系列重要论述，从“什么是百姓身边的‘国之

大者’”、“为何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和“如何做好心怀‘国

之大者’”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

党课结束后，与会的居民党员纷纷表示“这次党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既有理论高度，又立足基层实际，对我们准确把握‘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

和实践要求具有指导作用。这样的党课很解渴。”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开展好“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用实际行动走访民情、关怀民意，踏实为群众办实事的同时，当好政策宣讲

员，把党的政策方针送到对接企业、帮扶村、联系社区。（党群工作部 供稿）

建设科普基地 普及生物安全

——市委国安办副主任王湫萍带队调研“市工科

院-万海细胞”生物安全教育基地

6 月 21 日，应我院邀请，市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湫萍、宣教

处副处长陈晶赴东湖高新区高农生物园“市工科院-万海细胞生物安全教育基

地”调研。市工科院副院长陈铭恩，东湖高新区政法委主任科员邵金满，武

汉万海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楠，及院产业发展处、综合办公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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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陪同调研。

万海科技公司米楠向徐副主任一行介绍了市工科院生物安全教育基地筹

建情况。米总介绍，筹建中的生物安全教育基地是市工科院和万海细胞联合

打造的，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国安总体安全观、生物安全科普教育的公共平台，

总建设面积约 1200 平方米，是采用 3D投影技术、声光电模拟技术等科技手

段打造的生物安全教育平台，建成后，可为辖区中小学学生、党员干部、普

通公众提供每天约 100 人次的生物安全科普教育。

听完介绍，王副主任指出，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安全教育

普及率还不够高，普通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亟待增强，针对普通公众特别是

青年少开展生物安全科普教育刻不容缓。市工科院利用自身学科优势打造生

物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全市普及生物安全教

育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希望市工科院敞开大门，把资源利用好、

把影响做出来，为武汉这座教育之城贡献自身力量。

王副主任就基地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扩展受众对象，安全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生物安全教育不仅要针对成年人，还要把辖区乃至全市

中小学生作为生物安全教育的重点受众群体。二是要丰富展陈内容，要开发

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科普内容，难度要降下来，形式要多样化，可采取绘本、

动漫、AR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提供沉浸式的教育场景。三是要加强工作

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个好的平台还要有好的宣传，才能让公众所

知晓，要加强与教育部门、卫健部门、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络力度，争取相关

部门支持。

市工科院副院长陈铭恩表示，王副主任为基地建设指明了新方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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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要求，接下来，我们将坚决落实王副主任的指示和要求，进一步加大投

入、提高标准，把生物安全教育基地建设好，把武汉生物安全教育普及开，

为武汉打造新时代的教育之城贡献工科力量！（产业发展处 综合办公室供稿）

市工科院孵化器举办首场院长午餐会帮助企业解难题

为贯彻落实好“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有关要求，6月

15 日中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午餐会在市工科院孵化器 107 会议室举行，市工

科院党委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与 4家园区重点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听取企

业意见，收集企业需求，查摆当前短板，现场解答难题。

院党委书记、院长程百炼，副院长陈铭恩，院组织人事处处长沈芳，院

产业发展处处长曹庭球，院科技管理处副处长宋丹，院孵化器公司董事长周

婷竹，总经理魏瑶，副总经理李恕玺；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国强，武汉知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丽，武汉和弦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陆正武，武汉宝久创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海涛出席参加会议。

午餐会上，院党委书记、院长程百炼首先向企业家们传达了“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有关精神，对园区如何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打造江岸区一流创业环境，虚心听取与会企业家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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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园区环境、配套设施智能

化”、“开放创业环境企业通道”、

“细化政府企业发展平台”、“加快

人才团队引进”……在轻松的午餐环

境氛围中，企业家们逐一发言，就园

区在人才招引、为企服务、基础设施配套、要素保障等方面客观公正地反映

了问题和情况，提出了具体实在的意见和建议。

在午餐会上，与会企业家还对园区创业环境从总体评价、政务服务、生

活配套、要素保障等内容进行了“背对背”客观评价。午餐会后，孵化器将

对首场“院长午餐会”收集的企业诉求进行梳理、建立台账、落实责任，逐

一化解销账。

“院长午餐会”既是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也是园区着力优化创业环境、

创新搭建政企交流平台的重要举措，不仅拉近了与企业家的距离，倾听了企

业家的心声，更能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诉求有渠道、作风有监督、问

题能解决、良策共探讨”，真正赢得企业人心、推动发展提速。今后将建立

长期的“院长午餐会”机制，聚焦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更良

好的政策环境和配套支持。（院孵化器 供稿）

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深入基层 服务科研一线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要求，市工科院从自身着手，深入科研一线，

全力解决科研人员切身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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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副院长陈铭恩分别召集工科公司科研人员、院科研主体科研人员

座谈，及时掌握一线科研人员的实际困难，积极主动开展帮扶。

座谈中，工科公司科研人员提

出：“公司管理团队架构、管理制

度还不健全，用于人员培养和能力

提升的经费不足，尤其是技能培训

和学历提升方面的经费无出处；业

务发展方面保障不足，如硬件配备、

重大节点生活保障落实不易等问题”。陈铭恩表示业务发展方面的保障问题

容易解决且问题较小，此类问题不能因为沟通不畅或者未向上反馈而成为制

约业务发展的问题，人员培养和能力提升的问题，将责成产业处加强研究、

推动解决，尽快形成有效的措施方案。科研主体科研人员提出“科研人员不

足，缺人、缺科研项目资金用于人才培养和团队构建；现有科研人员专业技

术职级提升和岗位晋升不畅的问题”。陈铭恩表示科研人员晋升的问题并非

院自身的问题，因市人社局现行晋升制度阻碍和院实际情况不满足市人社局

要求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科研人员不足的问题院领导一直在探索研究解决方

案，期望通过工科公司的建设发展解决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陈铭恩强调，科研人员是工科院保持科研属性的重要要素，是体现科研

能力、创新实力的重要抓手。科研人员要敢于突破当前困难，在改革中寻找

出路，在危机中寻找契机。创新方法、创新思路，搭建平台，聚焦资源，从

身边着手，与参控股企业、孵化企业联合，共建创新平台、共育科研人才，

进一步解决科研人员留得住、用得好、走得稳的问题。今后，将服务一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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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员作为常态化的工作安排，请科研人员主动沟通和反馈工作、学习、生

活中存在的问题。（院科管处 供稿）

打造国安教育基地 共保国家生物安全

——东湖高新区国安办副主任徐青霞带队调研“市工

科院-万海细胞”生物安全教育基地

6 月 13 日，应我院邀请，东湖

高新区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徐青霞带队赴高农生物园“市工

科院-万海细胞生物安全教育基地”

选址地进行调研。院产业发展处、

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武汉万海细

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楠陪同调研。

徐副主任一行参观了万海生命健康展厅、细胞存储重点实验室、细胞大

数据中心，重点参观了“市工科院-万海细胞生物安全教育基地”预留空间。

万海科技公司米楠向徐副主任一行介绍了市工科院生物安全教育基地筹建情

况。

米总介绍，当前，随着现代

生物技术的广泛运用，我国面临

着潜在的生物安全威胁，如新发

突发传染病、新型生物技术误用

和谬用、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

重要遗传资源和基因数据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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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与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等等；生物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可通过向社会公

众科普生物安全知识，切实提高生物安全意识，构筑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米总介绍，筹建中的生物安全教育基地是市工科院和万海细胞联合打造

的，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国安总体安全观、生物安全科普教育的公共平台，总

建设面积约 1200 平方米，是采用 VR虚拟现实技术、3D投影技术、声光电模

拟技术等科技手段打造的沉浸式生物安全教育平台，建成后，每天可为辖区

中小学学生、党员干部、普通公众提供约 100 人次的专业生物安全科普教育。

听完米总的介绍，徐副主任指出，市工科院、万海细胞共建生物安全教

育基地，是市工科院开门办院、服务辖区的具体体现，建成后将大大提升辖

区国家安全教育水平，有效提升辖区居民国家安全意识，东湖高新区将从资

金、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是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培

育国家安全文化、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当前，市委国

安委正在部署第二批“市级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认定

工作，拟于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第二批基地挂牌工作。自该项工作启动以来，

市工科院党委高度重视，在东湖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依托高农生物园万海

细胞研发存储基地积极筹备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创建工作。

（院产业发展处、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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