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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季敏）记者8月12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获悉，近
年来，重庆金融业积极运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企业缓
解融资难题、提升跨境结算便利性。截至2024年5月末，跨
境金融服务平台已累计帮助重庆企业实现融资与结算
520.7亿美元。

据悉，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建设、
部委层面首个在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区块链平台，于2019年3
月推出。平台通过建立完善与政府部门、银行、保险公司、中
小企业等多部门信息共享和端到端核验机制，支持企业在线
提交贸易融资对应的出口单据信息、银行在线完成出口报关
信息查询验真。由此，银行实现了服务贸易跨境付汇全程线
上办理及贸易融资全程在线快速办理。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应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的城市，重庆
近年来积极推进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建设，位居全国
前列，目前已初步形成覆盖银企对接、融资、结算、展业监管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金融生态平台。

例如，针对信息不对称、授信审批周期长等问题，重庆依
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先后上线“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
保保单融资”等融资类场景，为银行精准构建企业“立体画
像”、综合研判企业信用状况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支持银行
前台系统相关核心流程上链，使银行单证审核时间下降
90%。

其中，“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应用场景建立了银行对企业
的信息查询和有效核验、银行间贸易融资信息实时互动等机
制，提供出口单据核验、融资审核、发放登记等流程功能。由
此，银行从单证核查到融资放款所需的时间，从0.5—2个工
作日缩短至分钟级。

再如，为缓解跨境支付结算类业务“笔数多、金额小、办
理周期长”的难题，重庆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上线了“资本
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服务贸易税务备案表电子化银行核
验”2个外汇便利化应用场景，努力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

“跑路”。
其中，“服务贸易税务备案表电子化银行核验”应用场景

将服务贸易跨境收支所涉政务表单数据信息纳入平台进行查
询核验，企业无需往返银行、政府部门办理支付业务，结算时
间从1—2个工作日缩短至1—2小时。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帮助渝企
实现融资与结算超520亿美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杨永芹）8月9日，在“重庆东站
配套综合交通枢纽数字化智能化战
略研究”结题评审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原铁道部副部长卢春房，中国
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刘汉龙等院士专家建议我市联动国
铁集团，将重庆东站打造成数字重庆
建设示范基地，为奋力打造超大城市
现代化治理示范区提供可借鉴经验，
助力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
纽。

为何要将重庆东站打造成数字
重庆建设示范基地？

“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大型交
通枢纽数字化建设运营的成熟案
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院士
专家团队在调研了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鄂州花
湖国际机场，以及高铁杭州东站、
广州白云站、香港西九龙站等大型
综合交通枢纽的数字化建设情况
后得出的结论。

在他们看来，重庆东站形成“智
慧枢纽”解决方案、实现数字化应用
试点的实践，具有良好基础。以打造
数字重庆示范基地为契机，可深化我
市与国铁集团的合作，推动多跨协同
机制的真正落地，促进重庆东站完善
场站联动、客流管控、一码通行、智慧
停车、智能客服等功能，利用数字化
手段增强枢纽集散效率，为群众平安
便捷出行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
务。这也有利于在重庆东站探索形
成一套体系完整、科学管用的“未来
枢纽”数字化建设标准，有利于为全
国大型交通枢纽建设提供“智”能解
决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建议：

将重庆东站打造成数字重庆建设示范基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
永芹）中国工程院11名院士及相关专家形
成的100多条建议成果已应用于重庆东站
建设，助力重庆东站建成具有重庆辨识度
和全国影响力的智慧枢纽。这是8月9日
记者从“重庆东站配套综合交通枢纽数字
化智能化战略研究”结题评审会上获悉的。

在建的重庆东站是交通强国试点项
目，是目前全国在建最大站城景融合高铁
枢纽，也是西部地区最大高铁枢纽站，预计
于明年与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同步投
运。

“打造站城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的重
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是现代综合交

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重庆建
设的重大应用和具体实践。”中国地方铁路
协会副会长、重庆铁路投资集团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钦琳表示。

然而，重庆东站在站城融合建设方面，
面临铁路与地方配套交通设施，铁路及站
房与城市管理的协同，综合交通枢纽与铁
路和重庆相关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等一系列难题。

2023年10月，中国工程院正式立项
“重庆东站配套综合交通枢纽数字化智能
化战略研究”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
道部副部长卢春房领衔，中国工程院院士、
重庆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刘汉龙，国铁集团

原总工程师郑健等牵头，共11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参加，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
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院、重庆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重庆铁路投资集团以及相关参
建单位等专家组成总体组和四个专项课题
组。

院士专家们多次实地调研，最终形成
100多项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等建议成
果，将运用于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特别是在完善智能联程导航、票务服
务、标识引导、综合立体换乘等设施，落实
北斗规模化应用方案，实现交通感知网络
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建设等方面。

“重庆东站开展的开创性研究，有效
促进了站内铁路、城市轨道、公交、出租
车、停车场、物业管理、节能管控，实现公
安、消防、气象等6类20个系统互联互通，
推动了重庆东站在站城景融合水平、旅客
流量、数智化应用场景等方面均位于全国
前列。”院士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

院士专家100多条建议
推动智慧重庆东站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智慧枢纽建
设方案。由市交通运输委、市大

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重庆铁路投资集
团牵头，将重庆东站综合交通枢纽智能
化建设融入数字重庆和超大型城市治理
体系，推动制定重庆东站数字化建设实
施方案；支持重庆东站先行先试，构建数
字化枢纽旅客出行、节能管控、应急管理
新模式，探索建立一套体系完整、科学管
用的“未来枢纽”建设标准，如打造枢纽
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建设示范，推广枢
纽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健康性能监测方

案，在重庆东站实现旅客“一站式购票”
“一票制”联程运输服务等。

加强战略协同。聚焦重庆“米”字
型高铁网建设，借鉴北京、上海等

地经验，深化与国铁集团在站城融合发
展等方面的合作，加快统筹市域铁路规
划建设一体化、运营管理一体化。

加强资源整合，积极形成示范合
力。探索支撑全天候复杂交通场

景下自动驾驶、大件运输等专业导航应

用，形成交通运输领域创新示范应用；建
立健全数据及业务共享协调机制，推进跨
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与应用，探索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枢纽资源共享共用，协同提
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运输水平等。

建立数据标准体系，推进交通数据
确权授权。

提升“数字东站枢纽”示范引领作
用。及时推广重庆东站数字化建

设等研讨交流，促进枢纽间互相借鉴。

8月8日，两江新区，中铁建职工在对嘉陵江廖家溪
轨道专用桥上部梁体加紧施工，预计年内合龙，与礼嘉
嘉陵江大桥形成我市又一座“姊妹桥”，呈现公轨并行的
亮丽景观。据了解，该轨道专用桥是我市轨道交通15号

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805.5米，连接井口站至礼
学路站，是国内首座采用钢斜撑梁拱组合体系的轨道专
用桥。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廖家溪轨道专用桥预计年内合龙

院士专家提出院士专家提出 方面建议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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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李奕霏）8月10日，记者了解到，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侯
宇教授团队联合陆军军医大学王军平教授团队、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窦颖教授团队发现，在造血干细胞中，通过抑制线粒体
膜通透性转换孔的开放，可维持造血干细胞稳态，从而有效保
护造血干细胞免受辐射损伤。该研究成果于近日在国际知名
期刊《细胞干细胞》上发表。

“随着电离辐射在多领域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辐射损伤
防护问题日益重要。”侯宇介绍，骨髓造血组织是电离辐射敏
感组织，其中造血干细胞对维持正常造血至关重要，而它们对
电离辐射展现出高度的敏感性。

侯宇进一步解释，线粒体由于其自身的结构特征，缺
乏有效的DNA损伤修复系统等，使其极易受到电离辐射
的损伤。

“鉴于线粒体在能量代谢、信号转导等基本生命活动中扮
演的核心调控角色，深入了解电离辐射如何影响造血干细胞
的线粒体，探究可能的保护机制，对于增强造血干细胞抵抗电
离辐射损伤的能力、维护其正常功能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
值和临床意义。”侯宇说。

据介绍，上述发现不仅揭示了线粒体膜通透性调控机制
在造血干细胞稳态维持及辐射损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辐射
损伤防治提供了新的靶点。另一方面，通过干预这一机制也
可能为肿瘤放疗增敏提供新的途径。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重医科研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可为辐射损伤防治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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