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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通讯员 夏林）4月22日，中国石
化江汉油田传来好消息，涪陵页岩
气田焦页18-S12HF井完成压裂
改造后运行正常。该页岩气井曾
一举刷新我国页岩气井水平段最
长、水平段“一趟钻”进尺最长两项
纪录，标志着我国页岩气水平井进
入超长时代。

从焦页1HF井1007.9米到焦
页18-S12HF的4286米，江汉油
田工程技术管理部、油气产能建设
管理中心副经理张玉强见证了页
岩气井水平段长度不断突破“上
限”，并保持国内页岩气最长水平
井纪录。

张玉强介绍，水平段压裂是页
岩气井的关键。针对超长水平段
钻井岩屑返出困难，容易卡钻、堵
钻的情况，技术人员通过优化前置
液，细化通井、划眼和井眼清洗方
案，持续加强循环排砂，保障超长
水平段井筒清洁畅通，减少摩阻。

在钻进过程中，他们有针对性
地实时控制钻井参数，顺利实现超
长水平段一趟钻。为确保套管能
够平滑向前推4000多米，技术人
员采取优化管串结构等措施，实现
顺利下套管。

目前，该中心已创新形成超长
水平井关键装备与工具配套、超长
水平井降摩减阻、超长水平井钻井
参数动态优化等技术，实现“打得
快、打得准、打得好”。

据了解，涪陵页岩气田投入开
发建设以来，创新页岩气勘探开发
理论，形成六大核心技术，首创中
国页岩气立体开发技术，立体开发
区采收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
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已累计探明
储量近9000亿立方米，累计建成
产能150亿立方米，累计产量突破
470亿立方米，为长江经济带沿线
6省2市70多个大中型城市送去
洁净能源，惠及上千家企业、近两
亿居民。

焦页18-S12HF井完成压裂改造

涪陵页岩气田保持国内最长水平井纪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唐琴）4月22日，记者从市
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
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96亿
元，投资进度（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比例）达22%。其中，342个计
划新开工项目已开工98个，完成
投资187.4亿元；572个续建项目
完成投资632.5亿元；275个计划
完工项目完成投资175.8亿元。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
面，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73.6 亿元，同比增长
5.8%，投资进度达26.0%，西南铝
升级扩能、东方希望玻璃纤维等
57个重点项目新开工建设。具体
来看，制造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01亿元、同比增长15.2%，科技
创新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5.2 亿
元、投资进度达25.4%，现代服务
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3亿元、
投资进度达22%，数实融合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10.1亿元、投资进
度达29.5%。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季度

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19.5
亿元、投资进度达20.1%。其中，
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7.7亿
元、投资进度达22%，能源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52.6亿元，水利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56.9亿元、投资进
度达31.3%，生态环境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0.2 亿元、投资进度为
16.6%，城市有机更新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142.1 亿元、投资进度
19%。

在加大民生保障方面，一季度
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5.3
亿元，投资进度达22.9%。其中，
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1.4亿元，教育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7.4 亿元、投资进度达
24.7%，卫生健康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27.8亿元、投资进度达24.3%。

此外，一季度，重庆乡村振兴
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7.4 亿
元，同比增长77.9%，投资进度达
31.4%，建成农村公路1380公里，
高标准农田超38万亩，推进我市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提升。

重庆市级重点项目
一季度完成投资996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左黎韵）4月22日，西部数
据交易中心（长寿专区）暨汽车产
业数据产品专区上线，首发75个
汽车产业数据产品，汇聚数据总量
超20T。

西部数据交易中心（长寿专
区）是国内首个围绕产业数据资产
交易及价值化进行探索的数据交
易所，汇聚了火石创造、吉利汽车
等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领域头部
数据服务商，将形成从数据采集、
加工，到交易、研发、应用的全产业
链条。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汽车产业
数据专区由深圳数据交易所、西部
数据交易中心（长寿专区）联合火

石创造等知名产业数据智能服务
商共建并联合首发，覆盖数据集、
产业链图谱、产业模型、数据应用
四大门类。专区已上架全球汽车
供应链数据、汽车标准产业链图
谱、汽车产业四链融合评价模型、
全国汽车产业地图、创新地图、资
本地图、人才地图数字化系统等
75个数据产品，将为汽车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园区
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持和服务。

接下来，西部数据交易中心
（长寿专区）还将在数据产品开发，
规范交易等方面完善规章制度，以
数据加工、整合、脱敏、模型构建等
服务提供额外配套数据增值支持，
促进高质量数据供给。

西部数据交易中心（长寿专区）上线
首发75个汽车产业数据产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随着重庆全面启动5G-A网络商
用部署，5.5G即将赋能重庆千行百业、
走进重庆人的生活。

5.5G有什么能力？它能给我们带
来什么？重庆人何时能用上5.5G？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前往部分已建成
的5G-A基站进行了实地打探，并采
访了5G-A技术专家。

5.5G有何能力
探测监控，让非法闯入

的无人机无处遁形

“警告！警告！有不明无人机入
侵！”4月18日上午11时，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附近的一处小山坡上，一个
5G-A通感一体化基站“捕捉”到一架

“突然闯入”监控区域的无人机，中国移
动重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移动）的后
台系统同步发出报警。

这是重庆移动在进行5G-A通感
一体化基站低空感知功能验证。此时，
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电脑上，出现一个无
人机模样的图标。图标下方，清晰地显
示了一组数据：距离，999.65米；高度，
290.18米；速度，8.19米/秒。无人机的
位置及飞行速度，被精准锁定。

随着无人机继续朝着基站方向飞
行，上述数据也在不断地变化。电脑屏
幕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记录下无
人机的飞行轨迹。最终，无人机在距离
基站303.43米、距离地面329.45米的
高度停下，验证结束。

“此次‘非法闯入’的无人机无处遁
形，得益于5G-A通信感知一体化技
术的应用。”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项技术是将通信、感知、计算等多种
能力结合，在保障通信服务的同时，赋
予基站类似雷达的感知探测能力。相
对于传统雷达，该技术对小型无人机的
探测范围更大、精度更高、误判率更低。

近期，经重庆移动多次验证，其
5G-A通感一体化基站能够及时、准确
地识别进入基站信号覆盖区域的低空
飞行物，并进行轨迹追踪。即使是反射
面积小至0.01平方米的无人机，进入
距离基站1公里范围时，也会被基站捕
获到其距离、速度、方位和飞行轨迹等
信息。基站轨迹感知精确度可达到米
级，即便在夜晚、雨雾等特殊环境下，这
种感知仍能保持高可靠性。

验证结果还表明，5G-A通感一体
化基站还具有对多架无人机同时入侵
的感知监测能力。

“感知能力是5.5G的一种独特能
力，这种能力是5G所没有的。”该负责
人表示，基于这种能力，5G-A通感一
体化基站还能对空域中的其他低空飞
行器以及水域、道路中的船舶、车辆等
进行跟踪监测。

此外，随着三载波聚合、5G确定性
网络、5G轻量化（RedCap）、5G局域

网和无源物联网（P-IoT）等5.5G新技
术的出现，5.5G相较于5G还具有更高
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时延波动更
小，以及能够以低成本部署网络、实现
零功率消耗的无源通信等特点和优
点。比如，其下载速率可达到每秒
4.2Gbps左右，是目前5G的约3倍。

5.5G能干啥
在高端制造、低空经济、

虚拟现实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前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开的数据显
示，5G应用近五年来，全国5G用户普及
率超60%，5G应用已融入97个国民经
济大类中的74个，并在工业、矿业、电
力、医疗等重点领域规模推广；全国

“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1万个，形成
了200余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标杆。

加速融入千行百业的5G，已成为
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
要引擎，不仅为产业提质、降本、增效注
入了强劲动能，也让人们生活变得更智
慧、更便捷。

5G尚且如此，比之更强的5.5G，
未来又可应用于哪些场景？将给我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新的改变？

“现有的5G技术仍不能满足虚拟
现实、低空经济、高端制造、物流管理等
领域的特殊需求。5.5G不仅具备5G
的能力，还拥有5G所没有的能力，可
填补5G应用空缺，未来在这些领域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重庆移动5G-A技
术专家周徐认为。

例如，高端制造不仅要求网络时延
要低，还要保证时延的确定性。在5G

网络下，时延可能一会儿是15毫秒、一
会儿是30毫秒。这种时延抖动的不确
定性，容易使生产线上智能装备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降低，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今后，5.5G的确定性网络技术
可将时延抖动控制到1毫秒，进而解决
这个问题。

在虚拟现实领域，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游戏、元宇宙等应
用需要超高的速率，在现有5G网络
下，相关应用视频还不是很流畅。而今
后，人们在体验5.5G应用时，将欣赏到
流畅的视频。

在低空经济领域，我国需要加强对
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的飞行活动尤其
是“黑飞”行为的监控；在物流管理领
域，港口物流管理需要对进出港口及港
口周边的车辆、船舶进行实时监控、合
理调度。这些智能化应用场景，需要具
备敏锐感知探测能力的网络支撑。而
5.5G的通信感知一体化技术，正好满足
这样的需求。未来，此项技术可广泛应
用于低空飞行器监控、港口船舶监测、
车辆管理等领域，提升监测能力及管理
效率、物流效率。

此外，在物流管理领域，企业迫切
需要利用零功耗设备来构建仓储系统、
物流追踪与产品溯源体系，以达到降低
运营成本的目的。5.5G的5G轻量化
和无源物联网技术，可让企业的愿望得
到满足。

何时能用上5.5G
今年第二季度起，5.5G

将走进重庆市民生活

5.5G何时才能在渝落地应用？重

庆人何时能用上5.5G？
从运营商部署5.5G商用的进展来

看，这个时间点不远了。
日前，重庆移动联合万州港口集

团、中兴通讯，在万州新田港率先部署
了5G-A通感一体化基站，帮助该港
口成功搭建了重庆首个“水陆空”立体
化、多维度的全方位探测监控体系（以
下简称探测监控体系）并测试成功。

测试结果显示，探测监控体系可实
现对“水陆空”全场景的精确跟踪监测，
其中仅单个基站就可同时跟踪定位3
公里内的无人机、5公里以内的车辆、
10公里内的船舶。同时，还能提前感
知无人机非法入侵、船舶偏离航道、车
辆违规等异常情况并预警。

“接下来，我们将对探测监控体系
进行优化，让其尽快正式上线应用，为
万州新田港的智能化管理和高效运营
注入新动能。”周徐说。

此外，重庆移动目前正准备在广阳
岛部署5G-A通感一体化基站，为广
阳岛国际会议中心构建无人机侵入监
测预警系统，提升低空安防能力。预计
今年之内，相关应用就会落地。

周徐介绍，目前重庆移动已完成了
5G基站向5.5G基站的升级和改造，
具备全面提供5.5G商用服务的能力，
正围绕低空经济、交通管理、水域检
测、车路协同等应用方向推进5.5G商
用部署。

“针对个人用户，目前重庆移动
也在加快推进5.5G商用部署。从今
年第二季度开始，重庆市民只需更
换支持 5.5G 的手机，就可逐步体验
到中国移动5.5G带来的超高速率。”
周徐称。

5.5G将至，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4 月 18 日，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附近，技术人员正使
用无人机测试5G-A通感一
体化基站低空感知功能。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新闻纵深>>>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黄光红）4月22日，记者从重庆市
通信管理局和电信运营商处获悉，重庆
市信息通信业已建成并开通一批5G-
A基站，这意味着，今年内，5.5G有望
在我市实现规模商用。

5G-A全称5G-Advanced，又称
5.5G，是5G的技术演进和增强版本。
相较于传统5G技术，5G-A在网络速

度、吞吐量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可以
实现毫秒级超低时延，并支持更多设备
同时连接。

今年以来，重庆市信息通信业积
极整合产业链资源开展 5G-A新技
术研发应用，并于近期在南岸区南
滨路、万州新田港、江北国际机场等
地相继建成并开通一批5G-A基站，
进行了功能验证或应用测试。

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5G发展位
于全国第一梯队，全市每万人拥有5G
基站数已超过30个，5G在全市工业、
医疗、交通等32个行业领域发挥着应
用赋能效应。在即将到来的5.5G时
代，重庆也有望走在全国前列。日前，
中国移动在杭州全球首发5G-A商用
部署，计划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5G-A
商用网络。其中，重庆是其全球首批

100个5G-A网络商用的城市之一。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市将结合产业发展，围绕
5G-A关键技术进行积极布局，分场
景、分业务、有步骤加快5G-A网络演
进，实现全市5G轻量化网络的规模覆
盖。同时，积极探索多载波聚合、超级
上传、通感融合等技术在有关行业、场
景、业务中的应用。

重庆今年有望实现5.5G规模商用
近期建成开通一批基站，进行功能验证或应用测试

（上接1版）
因地制宜、同向而行、分工明确，西

部各省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着
力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
范区、“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心加快
建设；新疆以重点开放平台为抓手，推
动“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迈上新台
阶；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

突破曾经的区位劣势，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在西部
形成。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西部
地区累计开行中欧班列3.5万列，占全
国总数的50.5%；2023年西部地区进
出口总额达3.7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
37%；布局建设6个自贸试验区和40
个综合保税区。

迈出西部，放眼全国。不断拓展区
际互动合作，西部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走进地处粤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广
西玉林市，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经
济区在这里“牵手”。北流市民乐镇轻
工产业园里，广西瑞喆箱包有限公司

的生产线，高峰期一天可下线7万多
个化妆包。

“公司从珠三角转移回来，从签约
到投产不到半年，专为国外高端化妆品
牌做配套，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公司负
责人陈勇立说，订单已排到今年7月。

广西推动产业主动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青甘渝
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北部湾、
呼包鄂榆、宁夏沿黄等城市群互动发
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加
快推进……东西部地区进一步实现优
势互补、发展互济，区域差距在发展中
持续缩小。

绿水青山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春日暖阳下，三江源的冰雪化作
涓涓流水，奔涌向东方。平均海拔超
过4600米的可可西里，3只8个月大
的藏羚羊宝宝正在藏羚羊“幼儿园”追
逐嬉戏。

种群数量增至7万多只，保护级
别从“濒危物种”调降为“近危物种”，
藏羚羊的保护成效是三江源生态向好
的缩影。

西部，资源丰富但环境脆弱的生态
重镇，肩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任。近年来，随着重点生态工程深入实
施、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稳步开展、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不断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风吹草低的内蒙古，牧民们接回
觅食的牛羊，迎来一年一度的休牧期；
铝资源丰富的广西不断向“绿”探索，
以技术改造大幅降低耗电量；川渝两
地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提高污染天气应
对能力……

一组数据更显说服力：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以来，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超过3.2亿亩，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
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全线达到Ⅱ类水
质；汾渭平原 2023 年 PM2.5 浓度较
2019年下降18.8%……

良好生态环境事关人民幸福生
活。厚植民生福祉，始终是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要义。

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农
业合伙人”刘思胜大棚里的辣椒进入采
摘高峰期。“我管理的19个棚两天时间
就摘了4万多斤辣椒，这茬辣椒能摘到

7月份，接着再种番茄，一年能赚近30
万元。”老刘笑容里透着踏实。

这个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居住着20多万来自西海固
的移民群众。昔日戈壁荒漠，如今春光
无限。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西部地区5086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56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以往“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诸多贫困乡
村，交通日益便利、乡村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改善，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上步履铿锵。

广袤的西部土地上，民生短板日渐
补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2.4万元增
长至2023年的3.1万元，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提升至59.94%。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持续
出台促进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加快
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西部
各地民生清单里的一项项务实举措，让
百姓的美好生活期待不断照进现实。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黄垚 李晓婷）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韩毅）4月21日，由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主办的2024中国旅游科学年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旅游研
究院发布了《2023年全国游客满
意度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重庆成功入选2023年全国
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

据介绍，中国旅游研究院通过
现场调查、网络评论、投诉质监三
大维度的评价体系，对全国60个
主要城市和境外27个热门出境目
的地的游客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与
监测，并形成了《报告》。

《报告》根据游客满意度综合
指数，评选了“2023年游客满意十
佳城市”，苏州、杭州、厦门、昆明、
重庆、青岛、西安、南京、北京、沈阳

入选。
《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游客

满意度综合指数80.04，继续保持在
“满意”区间。受市场下沉、消费分
级等因素影响，广大游客对公共服
务和旅游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包
括交通、目的地形象、居民态度、性
价比、旅行社、购物、住宿、餐饮等。

“重庆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
是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期以来开展
旅游发展质量监测的样本城市。”
在经验分享环节，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信息中心主任李忠祎表示。

当下，重庆正奋力建设文化强
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全国
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的荣誉将进
一步激励重庆打造更高品质的旅
游环境，让每一位来渝游客都能感
受到重庆的人文关怀与独特魅力。

重庆入选
2023年全国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