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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初，对于很多出席2018智博会的
嘉宾而言，只是将这当成一场普通的峰会。
飞到重庆，出席活动，发表演讲，然后就可以
打道回府，回到自己企业所在的地方，继续探
索智能时代的未来。

后来，智博会成为很多人进入重庆的一
扇门。而对于重庆市而言，智博会也成了重
庆市硕果累累的“第二招商局”。

2018年，因为智博会，腾讯、阿里、华为、百
度、浪潮、中国电子、科大讯飞等国内科技龙头
企业相继落地。它们或是在重庆成立西南总
部，或是在重庆打造西南地区客户体验和数据
中心，开始在重庆开展人工智能的更深度探索。

此后三年，更是有无数企业通过智博会
的舞台走进重庆的智能产业生态圈，特别是
在智能化、大数据、高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
领域，名企荟萃、络绎不绝。

2021年8月23日，李书福现身重庆并出席
智博会的消息迅速登上了国内各大媒体。这
位在汽车界有着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与有着

“东方底特律”之称的汽车城重庆，会有怎样的
深入合作？成为汽车行业内众说纷纭的话题。

在很长时间内，这个浙江企业家给公众
的印象，与标准的中国传统制造密不可分。
吉利不断围绕汽车制造扩展自己的版图，而
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完成收购沃尔沃的“蛇
吞象”壮举。伴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
李书福也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完成了一系列产
业布局的同时，李书福与吉利汽车在智能制
造方面的布局同样激进。

而下一个时代的李书福，是从重庆启程的。
而且，李书福重仓重庆而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在一年之内，吉利在重庆进行了几项重
要布局：首先是吉利集团参与力帆汽车的重
整，并在之后入主力帆，仅用半年，迅速为力
帆摘星脱帽，并正式更名为“力帆科技”；其次
是吉利集团的战略性高端新能源品牌极星，
在重庆建厂投产；第三个大动作则通过2021
智博会公之于众，那就是吉利集团的工业互

联网全球总部广域铭岛落户重庆。
在2021智博会开幕首日的主展览厅，正

对着入口的赫然便是广域铭岛“智能化柔性
制造新模式”的数字孪生展台；在展台背后，
是吉利汽车展示的掀翼式智能概念车；而在
2021智博会开幕式主会场，李书福作为特邀
嘉宾正在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重庆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也是国家重要现
代制造业的基地，工业发展历史非常悠久。
这里不仅集聚了大量先进的制造企业，更有
支持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
与基础能力，是极具发展潜力的一片沃土。”

显然，他这是把重庆当“家”了。

智博会，重庆市的“第二招商局”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2018-2022）》第一章第三节）

作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重庆有深厚的
产业基础。在国内41个工业门类中，重庆拥
有39个，可谓工业门类齐全。重庆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而“产业数
字化”也为重庆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产业数字化的魔法已经在重庆的汽车
和摩托车制造行业生效。“在重庆长安汽车
两江工厂，通过制造数据的全过程赋能，构
建了敏捷、智慧的多车型柔性生产线，下线
一辆高品质汽车仅需52秒；在金康赛力斯两
江智慧工厂，支撑客户个性化定制整车颜色
的生产喷涂系统，切换时间仅需15秒。”

摩托车生产企业宗申集团推出了忽米网

工业服务平台，并率先将其布局在宗申摩托
车总装1011生产线上。“在这条生产线上，机
器手臂来回穿梭，传感器实时对产品进行检
测，无需人工操作；从上线到包装所有环节均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后台据此可自主编排生
产计划……该生产线用工数量减少了一半，
人均产出却提升了2.2倍，自动纠错防错能力
还大幅提升了10.6倍，实现了平均10秒就下
线一台发动机。”

这样的“产业数字化”改造，正大量地在
重庆开展着。来自市经济信息委的数据显
示，2021 年，重庆推动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1295个（累计4075个，直接带动工业投资600
多亿元），认定智能工厂38个（累计105个）、
数字化车间215个（累计574个）。

另外，经测算，全市 1500 余家实施智能
化改造的规上企业产值平均增长 46.8%，对
全市工业产值贡献率超 60%；数字化车间、

智 能 工 厂 示 范 项 目 生 产 效 率 平 均 提 升
59.8%。数字经济对重庆区域经济的贡献也
越来越大。据统计，2018 年至 2021 年，重庆
市数字经济分别增长 13.7%、15.9%、18.3%、
15%，常年维持高增速，2021 年，重庆数字经
济增加值突破 730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提升至 27.2%，跻身全国数字经济第
一方阵。

在2021智博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

展研究中心发布了《重庆市两化融合发展数
据地图（2021）》，显示重庆市两化融合发展水
平连续多年位居中西部第一，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达37.9%、55.7%。

报告中，引人注意的还包括：14.2%的重
庆制造企业初步具备探索智能制造基础，汽
车摩托车、电子信息、装配、材料化工、医药五
大行业融合发展成效显现。

这说明，重庆的关键性行业、引领性制造
企业，已融入智能时代的潮头，实现了竞争优
势的升级，正带领重庆智能产业扬帆起航、逐
浪前行。

产业数字化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2018-2022）》第二章第三节）

智能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据202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重庆在智能

产业领域已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21
家，布局研发机构的企业约1500家。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等一批高端研发检测
载体先后落户。联合微电子中心、英特尔
FPGA中国创新中心等一批高端创新平台也
已建成投用。

同时，重庆陆续引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众多中外知名大
学。这些知名大学以研究院、研究中心、科创
中心等不同形式落户重庆，增强了重庆科技
创新力量，弥补了重庆人才资源短板。

据2022年1月的消息，科技部支持重庆
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这是“十
四五”以来科技部批复的第 3 家国家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基于示范区框架，重庆
将通过加速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发展环大学创新生态
圈，打造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打造科技成果

区域协同转化等手段，优化科技成果的源头
供给，提升科技成果中试熟化水平，加速产业
迭代升级。

这是重庆智能产业未来的创新驱动力。
此外，重庆角逐智能未来的关键还在于数

字化基建情况及基于优势产业的顶层设计。
据《科技日报》报道：重庆以 5G 为发力

点，积极布局物联网创新发展，夯实工业网络
基础。重庆成为全国首批5G规模组网试点
城市，累计建成 5.3 万个 5G 基站，并构建 5G
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顶级节点（重庆）基础设施，标识注册量和
累计解析量同比增长位列全国第一；承接国
家“星火·链网”区块链超级节点；建立了 10
个核心大数据运营商在内的服务体系及 20
个大型云平台，算力水平西部领先。

5G基站的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
级节点的上线、云平台的运算能力，直接决定

一个地区智能工厂的数据共享能力、传输能
力与应用能力。

而基于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顶层设
计，为未来的智能产业发展指出了着力点。
这些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2021年8月发布的

《重庆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中。

《规划》提出，重庆将不断增强电子、汽
摩、装备制造、消费品、原材料等支柱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并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涉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
新材料、生物技术和绿色环保6类产业。

其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面向“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需求，建设重要的功
率半导体器件、柔性超高清显示、新型智能终
端、先进传感器及智能仪器仪表、网络安全产
业基地和中国软件名城。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发挥在燃
油汽车生产能力、零部件配套体系和集成电
路生态等方面综合优势，促进新能源汽车与
信息通信、能源、交通深度融合，建设国内领
先的动力电池产业基地、氢燃料电池应用示
范基地和国内先进的汽车电子产业基地。

高端装备方面，推动传感器、通信模组等
组件在整机中植入有色合金、合成材料等新
材料应用，建设国家重要的中高端数控机床、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和
西部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产业
基地。新材料方面，面向产业发展和重大工
程建设迫切需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聚
酰胺材料、聚氨酯材料产业基地和国家重要
的先进有色合金材料、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
产业基地。

生物技术方面，面向重大疾病发现和居
民健康管理领域需求，加快生物药上市步伐，

推动医疗器械、化学药原料药及制剂、现代中
药升级发展，建设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

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规
划是建立在原有支柱产业上的一次更新、更
智能的进化，而原有的支柱产业也离不开智
能化赋能，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形成更有集群
效应、更富产业链价值的优势产业。

2021智博会主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演讲中透露，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达到 3030
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球的增速，对重
庆寄予厚望，希望重庆成为内陆的智能产业
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高水平国际开放合作
的聚集地。

过去5年，通过智博会的引“智”引“实”，
通过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的激发
与成果的转化、原有产业的“智变”与新兴产
业的打造以及清晰的路径规划和强有力的执
行，作为智能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重
庆，作为高水平国际开放合作聚集地的重庆，
正在到来。

角逐未来的关键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2018-2022）》第二章第四节）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范庆龄）近日，公安部发布“百日行动”
期间打击长江非法捕捞、非法采砂十大
典型案例，重庆警方联合贵州、广西警
方侦破的一特大跨省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入选。该案成功打掉“捕捞—收购—
运输—销售”全链条跨省非法捕捞犯罪
团伙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查获
涉案野生渔获物1400余斤，查扣涉案
渔船25艘，清查非法销售野生鱼餐馆
15家。

今年2月，渝北警方发现渝北区一
水产市场及多家活鱼餐馆疑似贩卖野
生江河鱼。在市公安局环保总队指导
下，渝北警方采取“截中流、打源头、追
下游”侦办思路，迅速立案侦查。

经查，非法捕捞犯罪嫌疑人王某纠
集人员在贵州、广西交界的红水河流域
非法捕捞野生鱼，涉及贵州、广西境内
多个县市。鱼贩子张某从王某处大肆
收购非法捕捞的野生鱼，组织人员秘密
运输到重庆。犯罪嫌疑人陈某再将野
生鱼销往水产品市场及多家餐馆，已形
成一个横跨渝黔桂三地的非法捕捞犯
罪链条。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陈某
在渝北一水产市场设立水产经营部，反
侦查意识较强，对外谎称销售生态鱼、
网箱养殖鱼，实则贩卖非法捕捞的野生
鱼。

5月初，重庆、贵州、广西三地警方
成立渝黔桂“2·22”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联合专案组，深挖彻查，实施全链条打
击。专案组调查发现，王某等人在长江

禁捕水域以渔船下网等方式非法捕捞
大量野生鱼类，主要种类包含斑鳠、龙
丁、江团等10余种鱼类（其中，斑鳠“俗
称芝麻剑鱼”系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
物），通过鱼贩子转运到重庆，贩卖至水
产市场及数十家餐馆，牟取暴利。专案
组扩线深挖，还牵出另外3个在重庆、
贵州、广西三地的非法捕捞犯罪团伙。

据介绍，该案上下家之间交易方式
极为隐蔽，刻意挑选深夜时段，在山路
纵横的江边山坡密林中装车运走，躲避
警方及渔政等部门查处。经侦查，专案
组全面掌握4个非法捕捞团伙的作案
规律、作案手法及其他相关犯罪证据。

6月中旬，专案组调集警力分赴重
庆、贵州、广西同步开展收网行动，一举
打掉非法捕捞犯罪团伙4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72名，查获涉案野生渔获物
1400余斤，其中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
物斑鳠12斤，查获涉案渔船25艘、车
辆15台、渔具64副，清查非法销售野
生鱼餐馆15家，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侦查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还涉嫌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目前，陈
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切莫贪图一时
口腹之欲，让非法捕捞、运输、经营长江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不法分子有
利可图，更不可参与、实施非法捕捞。
群众发现涉嫌非法捕捞线索，可拨打农
业公益服务咨询举报热线12316，也可
拨打110、68813333直接向公安机关
举报。

重庆警方侦破一特大跨省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入选公安部“百日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获悉，目前我市墒情旱情一定程度
得到缓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
于9月5日18时解除干旱灾害橙色
预警，并将抗旱Ⅲ级应急响应调整为
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8月29日至31日，我市东北部
及西部偏北地区出现一次强降水
天气过程，15个区县雨量超过 50
毫米。8月 31日至 9月 4日，我市
大部地区出现小雨到中雨，东北
部、西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受
连续降雨影响，我市墒情旱情得到
一定程度缓解，人畜饮水困难及农
业受灾情况明显改善。据气象测
报，9月中旬我市还将有一轮降雨
天气过程。

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决定于9月5日18时，
解除干旱灾害橙色预警，并将抗旱
Ⅲ级应急响应调整为抗旱Ⅳ级应急
响应。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成员单位认清当前及未来一
段时间我市防汛抗旱严峻形势，抗
长旱、抗大旱的意识和责任不能
松；按照状态不变、力度不减的要
求，继续做好调水送水等工作，保
障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群体
正常生活用水和饮水安全；组织实
施补改种，多措并举减少农业因旱
损失；抢抓低水位期，加快抗旱工
程修复；加强监测预警，严防旱涝
急转，做好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的
防范应对。

重庆解除干旱灾害预警 抗旱应急响应降至Ⅳ级
墒情旱情得到一定缓解，9月中旬将有一轮降雨天气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预计未来
三天我市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日最高气
温将超过37℃。重庆还会出现极端高
温天气吗？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强表
示，随着气温回升，近期部分区县气温将
超37℃，但不会出现7月至8月连续多
天超过40℃的极端高温天气。

“9月6日至7日，我市气温还将升
高，其中7日是近段时间气温最高的一
天，届时我市大部分区县最高气温将超
过37℃。”李强说，预计8日我市西部偏
西地区以及东北部偏北地区将迎来分散
性降雨，同时将迎来降温；9月11日至

13日，我市气温将再次回升，最高气温
预计在35℃左右。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我市近段
时间气温回升的直接原因。”李强解释
说，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整体受下沉
气流影响，我市天空晴朗少云，部分时候
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影响范围、持续
时间和强度都不及8月。

未来三天天气，6日白天我市各地
多云到晴，气温16～37℃。6日夜间到
7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气温 18～
38℃。7日夜间到8日白天，我市偏西
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
云间晴，气温20～34℃。

近期部分区县气温将超37℃
不会出现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9 月 4 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梯田秋色如画。
目前，何家岩村水稻正陆续成熟，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梯田秋色美如画

本报讯 9月5日，记者从市应急
管理局获悉，今年重庆市将建立一支专
业森林消防机动队伍，主要承担我市森
林和草原灭火职责。

据介绍，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整合改革计划，将于今年为全国森林
消防队伍增加一定编制，其中包括计划
增编在重庆市建立一支专业森林消防
机动队伍。

记者了解到，我市已于7月29日
启动的2022年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
工作招录了90名队员作为今年第一
批人员。2023年上半年，第一批人员
将在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完成集中培

训后，返回重庆工作。2023 年下半
年，再选调第二批人员补充组建队
伍。在重庆组建专业的森林消防机动
队伍，将主要承担全市森林和草原灭
火职责，辅以抗洪抢险和地震地质灾
害救助职责。

重庆现有森林面积6742万亩，森
林覆盖率54.5%，位列全国第十，其中
集体林地面积占90%以上，森林防火
具有覆盖面广、山势陡峭、情况复杂等
特点，组建一支专业的森林消防力量，
对保护绿水青山，保护好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意义重大。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旭睿）

重庆将组建专业
森林消防机动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