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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设规划，厦门海辰
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将集

‘智慧工厂、零碳工厂、花园工
厂’为一体，建设成为西南地区
单体产能最大的储能电池工
厂。”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叶蓁表示，海辰储能将为优化重
庆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叶蓁介绍，海辰储能是一家
专业专注储能领域的科技企业，
2023年实现全年产值超百亿元，
位居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前列。

2022年5月18日，海辰储
能西南智能制造中心及研发中
心项目落户重庆铜梁，并于当年
11月7日开工建设。2023年12
月7日，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
一期一阶段项目正式投产。

“该项目按照国际化高标准
设计打造，采用海辰储能第四代
高效率锂电智能制造产线，产线
效率比第三代提升30%、自动化
水平提升26%、制造成本降低
25%，实现了制造竞争力的大幅
领先。”叶蓁介绍，该项目是重庆
市首个投资超百亿级的锂电电化
学储能整装项目，计划总投资
130亿元，将建成具备56GWh新
一代储能锂电池、22GWh储能模
组的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今年
3到6月份预计各有一条生产线
投产，重庆制造基地今年产品交

付量将突破20GWh。”
“2023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

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这不仅进
一步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助推重
庆成为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高地，
也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叶
蓁说，要用辩证的眼光看过去，
用发展的眼光看未来。海辰储
能将积极发挥“链主”企业聚合
带动效应，做强产业链，打造一
小时“朋友圈”，努力实现就地配
套和集群发展。

目前，江苏厚生、河北兴恒等
多家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下游优质
企业已落户铜梁，将为包括海辰
储能在内的铜梁新型储能产业提
供核心配套，助推培育打造优势
产业集群和现代化产业链。

“去年12月7日，我们还和
渝富集团、峰和资本以及铜梁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重庆储
能产业投资基金开展深入合
作。”叶蓁介绍，下一步，海辰储
能将对标“灯塔工厂”，对标极限
制造，对标行业领先的装备、工
艺和技术，稳步推进重庆制造基
地建设，进一步发挥行业龙头的
纽带和支撑作用，辐射带动重庆
形成2000亿级新型储能产业集
群，助推铜梁加快打造中国西部
新型储能产业新高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陈维灯）

“文化与经济好比人类社会
发展的两个车轮，二者相互作
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庞
茂琨称。

“我国先哲很早就提出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强调经济对
文化的基础性作用。进入新时
代，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
有，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
求。”庞茂琨说，中国历来讲究

“艺道相通”，新时代赋予了“艺”
与“道”新的内涵使命：

“艺”作为艺术本体、艺术创
作、艺术话语、艺术教育、艺术服
务等，创新了中国特色文艺概
念；“道”蕴含了中国话语、中国
叙事、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
形象，成为中国精神发生传播的
图像路径。

如今，“站在3万亿之上”，
重庆艺术家要抓住一切有利
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不
躺平、不“休眠”，跑出新速度，
助推重庆加快打造新时代文
化强市。

在庞茂琨看来，首先要把牢
创作导向，以精品力作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这些年来，我市艺术
家先后创作了《烈焰青春》《开天
辟地》等众多气象恢弘、深入人
心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上荣获金
奖4项、银奖10项、铜奖27项。
接下来，重庆艺术家们要继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结

合重庆大山大水和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的大场景，通过加强重大
题材创作中心建设等，创作出更
多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的精
品力作。

其次，扎根本土，服务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如，川美通过
打造国际光影艺术节，实施酉阳
乡村艺术季等600余个乡村文
化项目，推动重庆工业设计中心
建设等，较好服务了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接下来，要发挥艺术赋
能城市提升、乡村振兴、产业升
级等方面的作用，增强城市的审
美韵味、文化品位和产业竞争
力。

最后，实施美育浸润行动，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千载寂
寥，披图可鉴”，作为重庆文化

“金名片”，川美要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提档升级“艺术+思
政”工作方式，改革创新美育教
育，加快推动学校“双一流”建
设，打造全国美术高地。同时，
自觉肩负新的文化使命，通过

“面向大众的学术、面向社会的
研究、面向生活的艺术”，将立
德树人与美育浸润行动融会贯
通，实施社会美育行动、社区美
育行动和乡村美育行动，以美
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周建庭：

为高质量创新发展
贡献“源头活水”

人物名片：

周建庭，重庆交通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致力于研究大跨拱桥结构行
为与性能控制，领衔的“桥梁
状态感知与先进维护”创新团
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和交通运输行业科技
创新人才计划——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

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总经理叶蓁：

为优化重庆能源结构
提供有力支撑

人物名片：

叶蓁，从事新能源锂电池
相关工作超 8 年，储能电池相
关类专利超 60 项，其中 7 项为
第一发明人。2020年加入厦门
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工程中心总监、规划中心
总监、重庆制造基地总经理。

用辩证的眼光看过去，用发展的眼
光看未来。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

以美塑“形”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人物名片：

庞茂琨，著名油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
联副主席、重庆市美协主席、四
川美术学院院长，代表作有《苹
果熟了》《开天辟地——中共一
大会议》《彝家新村欢迎您》，以
及“触摸”系列、“镜像”系列、

“折叠”系列、“副本”系列等。

“重庆成为中西部地区首
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 万亿
元大关的城市，这是一个令
人振奋的利好消息。”今年初，
当媒体报道出来后，高新波第
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一
喜讯。

在高新波看来，按照拉动
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理论，站
稳“3万亿”后，重庆经济要保
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就必须继
续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
潜能的消费，稳住外贸外资基
本盘。

“一方面，继续加大在交通、
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
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为产
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
境。”高新波称，另一方面，要扩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通过数字化和智能
化改造，提高经济结构的新旧动
能转换速度。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
领军人物，高新波清晰地看到，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的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成
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

高新波坚信，人工智能将为
“3万亿后重庆再出发”注入新
动力、提供新动能、创造新优势，

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
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不断迭代
升级。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赋
能重庆的现代服务业，促进重庆
旅游业再上新台阶。

如何看待高校和科研在“3
万亿后重庆再出发”中发挥的作
用？高新波提出，首先是人才培
养。在渝高校将为重庆的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
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他举例说，
在重庆邮电大学，其优势学科和
重庆聚力打造的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和先进材料3大万亿级产业集
群密切相关。

其次，高校是科技创新的
生力军，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
术突破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可以为产业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为重庆经济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增添新活力、
注入新动能。

第三，高校可通过各种类
型的社会服务，推动重庆经济
发展再上新台阶。比如，可以通
过咨政服务，帮助政府做好产业
规划；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转化，
为企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还
可以通过专利作价入股等形式，
培育新的市场主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高新波：

人工智能
将为“再出发”注入新动力

人物名片：

高新波，重庆邮电大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主要从事人工
智能、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研
究工作。提出了基于三元空间
融合的图像跨域重建与识别新
框架，研发了中国首颗全自研
8K AI画质芯片，开发了“智慧
之眼”人脸画像识别系统并成
功应用于刑侦中，先后获得全
国创新争先奖状、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近日，谈到如何为“3万亿后
重庆再出发”贡献高校力量，周
建庭表示，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
阵地、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
技创新策源地，要坚持以科技创
新引领时代产业发展的变革，为
高质量创新发展贡献源源不断
的“源头活水”。

周建庭认为，重庆站上“3万
亿”台阶后，一要纵深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继续不断
扩大有效投资覆盖面，聚焦新型
基础设施、城市路网等重点领
域，精准发力“补短板”；二要进
一步激发消费欲望、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丰富消
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持续激
发消费潜能；三要继续提升净出
口的拉动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壮大制造
业集群，做大做强“重庆造”，提
升重庆出口产品竞争力。

“‘3万亿后重庆再出发’，说
到底是高质量创新发展再出发。”
在周建庭看来，高校科研团队必
须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的重要要求，加快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多研究成
果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提供有力

支撑。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他认

为，首先要搭建人才梯队，培养
高质量人才。通过搭建阶梯化
人才团队体系，让更多的年轻人
勇挑大梁，培育出一批战略科学
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青年拔尖人才。

其次，要强化基础研究，实
现原始创新突破。高校科研团
队要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开展源头创新基础科
学的研究，实现对原始重大创新
成果的突破与攻关，推动科技成
果的产业化转移和应用，突破产
业发展桎梏；要瞄准前沿，做好
技术储备，开展集成性、系统性
的有组织科研攻关，引领未来科
技发展。

最后，要掌握核心科技，服
务国家重大工程。核心科技求
不到，也买不到，创新的科技成
果是十年磨一剑取得的，不是跟
风就能轻松获得的。高校要鼓
励科研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勇闯

“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甘坐
“冷板凳”，潜心研究国家的战略
需求，通过长期的累积和实践探
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标
志性成果。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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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正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历来讲究“艺道相通”，新时代
赋予“艺”与“道”新的内涵使命。

勇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甘坐
“冷板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标志
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