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2年8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 倪训强 美编 曹启斌

智博访谈

智博观察

□本报记者 廖雪梅 白麟
黄光红 杨永芹

签约重大招商项目70个，合同总投
资额2121亿元！8月22日，本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当天，我市招商投
资成效喜人。

“智博会”举办第二天，重庆同样收获
满满。当日举行的重庆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满天星”行动计划重大项目专场线上
签约仪式上，重庆市政府与知名软件和信
息服务企业签约14个项目，合同投资金
额330亿元……

这些项目，涉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
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将对我市产
业转型升级发挥作用，推动重庆“智造重
镇”“智慧名城”建设再提速。

投资人对重庆制造业情有独钟

本届智博会签约项目中，不少都与
“智造”相关。

比如，投资30亿元的奥普新能源光
储充智慧充换电站及智慧停车一体化设
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生产奥普移动
充电桩、储能设备以及光伏板等。该项目
将落户南岸区和重庆经开区。

将落户九龙坡区的航天无人机及电
子医疗器械产业化等项目，计划总投资75
亿元，未来将建成无人机航空发动机及航
空电子产品生产制造中心、试验中心、检
测中心、联试中心、保障中心和技术中心，
以及电子医疗器械产品研发中心和电子
医疗器械物流中心。

江津区签约的重庆德锜华为5G基站
散热器及其他散热器生产项目、重庆汽车

公司F平台皮卡项目，总投资达14.8亿
元；涪陵区签约的万凯食品级PET高分子
新材料60万吨扩建、华峰铝业年产15万
吨新能源铝板带箔等项目，合计总投资
57.8亿元，未来年产值（营业收入）将达93
亿元；永川区签约的汉达精密电子西部生
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0.2亿元，达产后
年产值可达约20亿元。

投资方为啥对重庆制造业情有独
钟？德锜制冷董事长朱钢表示，企业选择
江津，不仅因为江津区是重庆工业大区，
还因为重庆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智能化改造、工业互联网等发展势头
迅猛，符合企业自身的产业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需求。

许多投资者都表示，智博会举办持续
助推了重庆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相信随着一系列重点项目落地并迅速
成长，重庆“智造重镇”氛围将更加浓厚，
将为投资人提供更好的产业环境。

一大批新项目将让重庆城市
更加“智慧”

重庆不仅利用智博会汇聚技术、资
金、项目资源打造“智造重镇”，还推动大
数据、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利用智能技术为“智慧名城”建
设赋能是本届智博会签约项目的又一大
亮点。

8月22日，北碚区与中交重庆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重投”）签订合
作协议，计划投资50亿元建设中交产业
园（重庆）项目。该项目将分两期实施，
其中一期约150亩，将聚焦智慧社区建
设，打造中交蔡家F分区高端产业配套
生活区。

未来，中交重投还将进一步参与蔡家
智慧新城建设。比如，在蔡家新城建设智
慧停车楼或停车场，让车主在停车高峰时
期也能根据智慧停车系统轻松找到车位；

帮助蔡家打造智慧城管系统，实现对边
坡、陡坡危险源的智能化监控，提前预警
滑坡、坍塌等危险。

重庆“智慧名城”建设，不仅要建设
硬件，还要强化软件支撑。为此，今年
智博会选择“智慧城市”作为年度主题，
深入探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
动态、趋势等。在签约项目上，我市也
注重“软硬兼施”，通过“满天星”行动计
划重大项目线上签约活动签约一批软
件项目，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
支持。

例如，本届智博会上，西部（重庆）科
学城签约金蝶软件，将共同建设数字经济
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将打造成为金蝶软
件西区总部，围绕政企信息化改造、政企
云服务、企业资源计划（ERP）服务、金融
软件服务、智能网联汽车周边软件等相关
产品开展研发及产品交付工作。据悉，未
来，金蝶软件还打算与西部（重庆）科学城
共同组建软件产业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
路、网络信息安全、5G、人工智能、智能终
端、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工业互联网
等领域。

本届智博会签约项目，将有力推动重
庆“双智”试点（即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
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城市试点）建设。例
如，斑马智行将在渝建设以汽车操作系统
为特色的产业新生态，建设汽车操作系统
生态示范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关键基础
设施等。上海商汤智能将建设智能汽车
数据共享运营中心，开展智能驾驶、智能
座舱，智能泊车等软件技术研究，构建“车
—路—云—网—图”一体化车联网数据共
享平台运营服务。

川渝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

本届智博会首次设置主宾省，由四川
省长期担任。借智博会东风，川渝两地围

绕产业链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促成一批
项目落地，切实提高两地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

比如，本届智博会上，铜梁区与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的专业制造商——四川
金汇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
铜梁共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
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建设年
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
以及硅基负极材料研究院、钠电负极材
料研究院等，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0
亿元。

“铜梁正打造新型储能产业高地，此
次签约的项目不仅对储能产业链条上下
游企业来铜梁落户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对推进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具
有重要意义，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储
能产业集群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铜
梁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协同发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现代中药
产业，共建西部大健康产业基地。本届智
博会上，我市签约了6个生物医药项目，
合同投资额128亿元。

其中，永川区与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
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建达硕实验动物基地
和实验动物AE+（Animal Experiment，
动物实验）产学研全球中心等。

巴南区与上海诗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诗健生物）签约诗健ADC抗体药
物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诗健生物将在重
庆国际生物城投资20亿元，搭建ADC药
物持证平台。项目建成后将填补重庆
ADC药物空白，进一步提升生物医药产
业核心竞争力。”重庆国际生物城相关负
责人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更多合作项目
落地，智博会带来的溢出效应，将让重
庆“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更具“磁
吸力”。

本届智博会签约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重庆“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将再提速

□本报记者 崔曜

8月22日下午2点，重庆智慧城管指
挥中心大屏幕上一个红点闪烁，这是沙坪
坝区一处化粪池自动报警。值班工作人
员立即调出化粪池的视频画面，并通知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前往处理。

“化粪池里面有传感器，能自动监测
到内部有害气体的情况。”重庆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到芾解释了其背
后的工作原理。

2018年首届智博会举办以来，重庆
城市越来越“聪明”。从依靠人工转向以
智能采集为主、人工巡查为辅，及时发现
处理城市运行中的各类问题。这得益于
五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大城智管”建设，技
术赋能城市有了一颗“智慧大脑”，让城市
管理者“耳聪目明”。

“一屏通览”
大数据交织让管理者“耳聪目明”

“大屏幕显示的是重庆智慧城市管理
大数据平台，左右两边展示的就是城市管
理各个业务领域的数据，跟城市管理有关
的指标我们都‘心中有数’。”宋到芾介绍
说，“大数据交织是智慧城管的基础，2018
年我们还只有3000万条城管数据，现在
汇聚了3.2亿条，增长了10倍多。”

宋到芾以古树名木数据为例，“最开
始我们只能监测古树所在土壤的湿度，现
在古树的编号、土壤温度、含水量以及树
木倾斜度、振动度等数据都能在大屏幕上

‘一屏通览’。”
宋到芾点击了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街

道的一处黄葛古树，除了上述信息，古树
的年龄、科属、树高、冠幅等特征也一览无
余。

“以前数据单一，很多时候我们只能
靠人去巡查古树，现在我们在古树上装了
GPS定位、远程监控设备和报警系统。”宋
到芾介绍说，一旦古树出现异常，平台会
通知工作人员跟进。

“一网统管”
城市问题“管得全、全覆盖”

发现了问题还需要及时处置，但城市
管理面广点细比较琐碎，如何能实现“一
网统管”？

“2018年以来，重庆智慧城市管理大

数据平台与全市所有区县数字城管平台
实现联动，接入全市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153个。”宋到芾提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与
市公安局共享视频监控点4万余路。“这
些摄像头能及时发现城市管理中出现的
问题。”

“有了共享的设备与数据，城市问题
‘一网管理’就逐渐成为现实。”宋到芾
点击了最近办理的一个案件，一个月前
巴南区谊园路有一个路灯井盖出现破
损，平台检测到后，立即通知街道、区城管
局前去处理，从发现到更换井盖只用了
2天。

“你看，这个是大佛寺长江大桥超载
货车的情况。”宋到芾介绍说，这些信息与
交巡警、道路交通执法部门共享。“一网统
管”后多部门可以联合执法，比以往管得
更全面，覆盖率更高。

据了解，目前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面
积 1609 平方公里，建成区覆盖率达
100％。而五年前，管理面积只有1000平
方公里。

“一端服务”
小切口服务大民生

城市管理公众号是市民触手可及的
智慧城管平台。

“5年前我们的公众号只有市民投诉
功能，现在找公厕找停车位游公园，一系
列民生服务都可以一键操作。”宋到芾说。

目前，该公众号已梳理中心城区
8785个公厕、3455个停车场、全市1474
个公园等与民生相关的数据资源。同时
结合城管问题“你发现、我奖励”的大城众
管激励机制，形成城市管理问题诉求“受
理、转办、督查、考核”全闭环管理流程，累
计解决市民各类诉求近70万件。

“一端服务”已经延伸到线下，融入到
市民生活场景中。重庆礼嘉智慧公园入
口处有“脸部分析屏”，游客们入园“打卡”
逛完后，就能知道今天走了多少步、消耗
了多少热量；道路两侧的红外线感知设
备，会随时监测环境温度，通过喷雾降温。

“一屏通览”“一网统管”“一端服务”

重庆“大城智管”五年之变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 实习生 唐靖岚）8月24日，

记者从2022智博会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线上群访活动上获悉，位于九龙坡区二郎街道的重庆数字大
厦已建成投用。大厦引进联通5G融合创新中心、蓝卓工业
互联网创新中心等高能级项目15个，拥有智能企业18家，数
智载体赋能成效初显。

九龙坡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局长赵红民介绍，九龙
坡区以重庆数字大厦为载体，围绕“1栋数字大厦+1条数字
街区+3块数字广场+N个卫星基地”布局，建成了约20万平
方米的数字经济新地标。除搭建载体之外，九龙坡区更搭建
了基层智慧治理平台，促进智能技术与业务融合，构建协同治
理体系，现已融合数据987万条，治理数据414万条。

与此同时，九龙坡区聚焦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打造
“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通过数智应用，持续提升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其中，“九龙智慧流调”系统开启“数智抗疫”新时
代，“瞭望者”高空抛物智能预警监测系统纳入“市公安成果推
荐目录”，九龙区政务24小时“不打烊”获得社会一致好评。

赵红民称，2018年九龙坡区第一次参加智博会时，现场
签约123亿元，今年智博会，签约金额达到557亿，比第一年
翻了3倍多。未来五年，九龙坡区将围绕“一区四核五高地”
发展思路，特色化发展九龙坡区数字经济。

重庆数字大厦建成投用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 李志峰 实习生 唐靖岚）8
月23日，RCEP数字贸易合作发展论坛重庆软件园专访活动
在线上举行。重庆软件园总裁、中国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孙丕宏介绍，重庆软件园已聚集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1500
余家。其中，重庆数字文创产业园，聚集近百家游戏动漫企
业，形成了包括研发、制作、发行在内的游戏制作全产业链。

在本届上，重庆软件园广发“英雄帖”，为园区企业招才引
智。重庆软件园产业与人才学院院长石琳艳介绍，1500家软
件类企业，每年有近万名中高端软件人才的需求。从9月开
始，他们走进在渝高校，组织10余场专场招聘，每场招聘会都
会提供几百个岗位吸纳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园区就业创业。同
时，开展全国巡回人才招聘会和海外专场招聘会，吸纳高素质
人才来渝发展。

孙丕宏表示，围绕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计
划，园区将继续聚焦细分领域，加快人才产业集聚，力争2026
年园区软件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同时，借助RCEP的“东
风”，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RCEP
数字贸易的发展。

重庆软件园将加快人才产业集聚

□本报评论员

可自动调节的绿植喷灌装置、高峰期可切换的“潮汐公厕”、
智能引导且无人值守的停车场、智能垃圾分类箱……在重庆，像
这样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已成为现实。智博会给重庆、给市民带
来了什么？如上所说的智慧化应用场景，就是缩影。人们感慨
科技进步走进了现实，也越来越习惯生活在一个智慧城市。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经过连续五届智博会的浸润，“智
慧名城”已成为重庆一张闪亮的名片。“着力优化提升智治水
平，建好用好‘城市大脑’，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是要继续着力做好的工作。用好大数据智能化，让重庆城市
管理更精细、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是人民共同的心愿。从
能管到会管再到管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清主次，抓
住重点，有的放矢，才能够事半功倍，让人民群众满意。

管好“智慧名城”，要加强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管好大城
市，需要大智慧，大智慧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畅通的网络、充
盈的算力、强劲的算法上。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新型基础设施，
大数据就是新生产要素，加上云计算和智能化，无疑对重庆的
数字基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层出不穷的智能领域新技术、
新产品、新应用和新成果，想要顺利落地，都需要以坚实的基
础设施为前提。例如，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实现从

“制造”到“智造”的加速转型，就要培育壮大“芯屏器核网”智
能产业集群；推进万物互联、日常智能化场景落地，就要加大
5G基站、千兆宽带、智能家居硬件等全链条投入。

管好“智慧名城”，要加强城市“智”理体系建设。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城市治理体系，大数据智能化
带来的新机遇，稍纵即逝。要加快构建感知、分析、服务、指
挥、监察“五位一体”的城市“智”理体系，打造“一屏通览”“一
网统管”“一键联动”“一端服务”。要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
的应用，紧扣“大城智管”模式，推动城市“智”理全面提速，建
好用好“城市大脑”，加快完善“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通过技
术与数据的应用，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在政府管理、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推动大数据智能化的深度应
用，打通跨领域、跨平台、跨部门数据壁垒和部门间的行政壁
垒，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管好“智慧名城”，要让市民分享智慧成果。智慧城市，归
结到底是人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应当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加持下，更科学更智慧的
城市管理措施一项项落地，“数据跑”代替了“群众跑”，市民群
众办事更高效、出行更快捷、就医更暖心、教育更优质。智能
服务多做“加法”，从智慧医疗到智慧交通，从智慧教育到智慧
社区，甚至小到小区的智能灯光，人们感受到了智能化就在身
边，人们的差异化需求在智能化大数据分析下得以尊重和满
足，智能化让生活更美好。选择拥抱智能化的市民会发现，生
活的城市变得越来越聪明，获得感、幸福感也将随之增加。

科技改变生活，智慧开启未来。先辈曾一砖一瓦建起一
座了不起的山城，我们也将用最前沿的科技建设起另一座智
慧之城。崭新的“智慧名城”，要建好、用好，更要管好。“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这是智博会的主题，也是建设“智慧名
城”的初心。通过不断推动智慧化成果落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定会更美好，更幸福。

管好“智慧名城”

8月23日，重庆智慧城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重庆智慧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上的信息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
进行综合研判。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8月22日，智博会现场，嘉宾正在观看工业4.0智
能制造模型。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江北区北滨路，工作人员将管道机器人投放进下
水道作业。（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智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