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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这些天，荣昌区广顺街道柳坝村党支
部书记邱富才正筹备着一件“大事”：为
614户村民分红9.8万元。

钱虽不多，但鲜为人知的是，这9.8万
元竟来自广顺街道场镇居民及柳坝村部
分村民每天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这些
生活污水，在2024年为广顺街道的柳坝
村、黄家冲村、工农社区、天常村、高瓷村、
李家坪村和沿河村合计带来42万元产值。

生活污水是如何变废为宝的？事情
要从2014年说起。

企业用水需求量大
多方寻找低价水源

2014年，重庆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唯美陶瓷）入驻荣昌高新区广富组团。

“到2020年年底，我们一期三条生产
线已全部投入运行，年产值达7.5亿元。”
唯美陶瓷办公室主任程鹏介绍，三条生产
线满负荷运转，每年用水量超过20万立
方米，“我们通常用两种方法来解决用水
问题：一是收集雨水，二是使用自来水。”

然而，收集雨水，供应量难以保证；使
用自来水成本太高，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因此，从2020年开始，唯美陶瓷便想
方设法寻找低价工业用水水源。

不仅是唯美陶瓷，在荣昌高新区广富
组团，重庆恒隆陶瓷制品有限公司、重庆
盛夏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都有大量工业
用水需求。

“前两年夏天高温干旱，周边几个村
废弃鱼塘里的水都被各家企业抽干了。”
程鹏介绍，濑溪河流经广顺街道，紧邻荣
昌高新区广富组团，许多企业也打过濑溪
河的主意，“当时，在柳坝村杨家湾附近的
濑溪河畔就有一个提水泵站，我们就想用
这个提水泵站抽取濑溪河河水。”

然而，濑溪河广顺街道段径流量小，
企业抽取濑溪河河水将会降低河流自净
能力，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尾水水质符合用水标准
村企开启合作之路

守着濑溪河却不能抽取河水，企业生

产又急需用水，该怎么办？
2021年，在荣昌实施的“百企联百村

行动”中，唯美陶瓷与柳坝村成立了联建
党支部。

“我们在结对帮扶过程中了解到，柳
坝村建有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每天处
理生活污水3000多立方米。”程鹏说，这
不正是企业苦苦寻找的工业用水水源
吗？

不过，程鹏也有顾虑：污水处理厂处
理后的生活污水能不能符合企业的生产
标准和需求？

“企业提出合作意向的时候，我们也
很忐忑，不晓得这水行不行。”邱富才介
绍，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于2011年12月
建成投用，设计污水处理能力为每天
3900立方米，“当时设计的尾水排放标准
为一级B标。”

2019年，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实施
提标改造，并新建了45亩人工湿地，尾水
排放标准提升为一级A标，可用于工业
及绿化用水。

“我们就把尾水采样拿去检测，检测
结果表明，水质完全符合公司工业用水标
准。”程鹏介绍，如果能够在此取水使用，
不仅能减少废水排放量，也能解决企业的
用水问题。

2022年2月21日，柳坝村与唯美陶
瓷签订了“中水再利用供水项目”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村企合作之路。

筹集资金建设供水站
解决企业用水需求

不过，项目的正式实施还面临着不少
挑战。“首先我们要在杨家湾人工湿地出
水口的位置修建一个蓄水池和一个提水
泵站，此外还要修建一条4公里左右的引
水管道。”邱富才介绍，仅修建蓄水池和提
水泵站等，费用就需要190余万元，可柳
坝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多只拿得出64.49
万元，“我就想发动村民入股，有收益后给
村民分红。”

在一个月内，总共有614户村民入
股，筹集资金608547.35元。

还有约70万元的缺口，怎么办？
“我们发动周边的黄家冲村、工农社

区、天常村、高瓷村、李家坪村和沿河村一
起以村集体资金入股。”广顺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最终黄家冲村集体经济组织入
股20万元，工农社区、天常村、高瓷村、李
家坪村和沿河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入股
10万元。

随后，唯美陶瓷又出资34万元修建
了引水管道。

2023年1月，杨家湾供水站正式投入
运行。截至目前，杨家湾供水站已向唯美
陶瓷供水近40万立方米。去年年底，杨家
湾供水站又开始向重庆恒隆陶瓷制品有
限公司、重庆盛夏实业有限公司供水。

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实现多方共赢

“第一年产值就达到39万元，去年达
到42万元，仅柳坝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
的纯利润就有16万元，预计今年产值将超
过50万元。”邱富才算了一笔账：企业使用
尾水的价格为每立方米2.2元，供水成本
约为每立方米0.7元，每月纯利润约为3.5
万元，“2023年按比例给村民分红8万元，
去年分红9.8万元，这几天就分给大家。”

邱富才算着村里的收入账，程鹏则算
着企业的收支账。“二期项目上马后，我们
现在的年用水量约为37万立方米。如果
全部用每吨4.8元的自来水，用水成本接
近180万元。”程鹏介绍，除去企业自身收
集的雨水外，目前唯美陶瓷每年使用杨家
湾供水站的水量约20万立方米，所需费
用仅为50万元左右。

“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项目。”广顺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实施既保护了
生态环境，又解决了企业的用水需求、减
轻了企业的负担，同时还发展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并带动村民增收，“这个项目实现
了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可以说是让生
活污水变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形成了一套
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模式。”

目前，荣昌高新区广富组团还有多家
企业有意向加入合作项目。

荣昌广顺街道创新模式开展村企合作

生活污水变废为宝 企业“解渴”村民增收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3月17日，记
者从未来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黑科技）了解到，该
公司重庆智能生产基地生产的ARHUD本月内即将上市，产
品会在极氪、领克、蔚来等车企搭载应用，这也是首批“重庆
造”ARHUD。

“所谓ARHUD，就是将AR（增强现实技术）和HUD（抬
头显示技术）相结合，能够在转弯、近距离跟车等关键场景
下实现HUD显示与真实驾驶环境的稳定贴合，打造AR沉
浸式体验，驾驶指引性更强。”未来黑科技执行副总裁霍全
解释。

在硬件层面，ARHUD应用了公司自主研发具备光学纵
深感和空间感的三维虚像显示器，可投射超高亮度、超远距
离、超大画面、多重景深甚至连续景深的三维光场全息影像；
在软件及算法层面，公司优化迭代独家AR实时渲染引擎
AR Kernel®，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空间运动姿态捕捉、延时
补偿等算法，实现高帧率、高性能实时3D渲染。

“有业界专家曾评价，该技术至少领先国际同类产品2
代。”霍全透露。

据了解，作为国内首批将HUD带入量产的企业之一，此
前，未来黑科技主力产品WHUD（挡风玻璃型抬头显示器）累
计出货量已突破60万台，与理想、吉利、比亚迪等头部主机厂
建立合作，并在理想旗舰车型实现了标配，在30万元以上的
高端车型市场拿下近22％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

据悉，未来黑科技已拥有3条HUD标准生产线，年产能
达到70万台，2024年公司营收实现3.8亿元。“目前，位于两
江新区的重庆智能生产基地三期扩建项目已经启动，预计明
年产能将突破100万台，公司已拿到未来3—5年内价值40
亿元的订单。”霍全说。

霍全表示，下一步，未来黑科技还将研发全车窗PHUD、
光场MRHUD等产品，适配自动驾驶L2到L5不同阶段用户
对车内智能交互的需求。

全球领先

首批“重庆造”ARHUD即将“上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一年前打算搬走的民营经济项目，不
仅不走了，还追加了8亿元投资。这是为
何？原来，近期出台的《重庆高新区国有
建设用地多元化供应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动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模
式，也因此留住了好项目。

追加8亿元投资的项目，是重庆美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炽科技）、东莞
市卓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
蓝设备）联合建设的高端数字化热处理中
心项目、卓蓝智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

美炽科技已在重庆高新区发展了10

多年，是金属热处理领域的佼佼者。然
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用地日益“捉襟
见肘”，并且随着重庆高新区不断开展城
市更新，还在2024年初被列入了搬迁企
业名单。

所幸，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的积极对
接下，2024年12月，美炽科技明确意向，
同意迁入位于白市驿镇的专精特新产业
园。此时，来自东莞的卓蓝设备来到高新
区考察，寻求合作机会。考虑到物流成
本、政策支持等因素，很快，美炽科技和卓
蓝设备达成了合作意向。

为了抓好招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迅
速组建了由委领导牵头的项目推进专班，
为项目落户投产提供“保姆式”服务。美

炽科技和卓蓝设备也决定联合拿地，以提
升项目整体竞争力。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办法》，将通过弹性出
让方式供地，按市场化规则交易。

按照过去企业拿地50年的出让年限
测算，企业资金负担会非常大。但这次美
炽科技和卓蓝设备联合拿下的73亩地，
出让年限为 30年，为两家企业节约了
1300多万元前期成本。

近日，项目用地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顺利挂牌成交。目前，2家企业已在着
手推进项目前期工作，预计2026年2月
竣工投用。

根据《办法》，重庆高新区针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点产业，以
及对区域经济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项目，依
据其独特的用地需求，灵活运用弹性出
让、先租后让等方式。

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为例，
企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可选择先
租后让方式，降低前期用地成本，待项目
成熟后再转为出让，精准匹配产业发展节
奏，助力重点产业快速发展。

同时，针对新经济领域如数字创意、
人工智能等产业，《办法》的短期租赁方
式可满足其临时性、阶段性的用地需求；
弹性出让可根据产业发展预期确定合适
的出让年限，为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灵活
用地保障，助力新兴经济形态快速成长。

重庆高新区：

一个供地办法留住8亿元项目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3月17日，
记者从两江协同创新区获悉，明月湖的科研团队和企业纷纷
抢滩AI相关赛道，推出一体机、大模型等，掀起一股AI“浪
潮”。

日前，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究院（以下简称西研院）正式
向市场推出DeepSeek R1大模型一体机，既有不到10万元
的“基本版”，也有上百万元的“豪华版”。

“今年初以来，随着完全开源的DeepSeek满血版问世，
一体机市场就像坐上了火箭，开始急速井喷。”西研院一体机
项目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AI领域的人才
优势，面向医疗、金融、政务等不同垂直领域定制开发一体机
产品。

同时，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的电弧认知制造研究所也推
出完全自研的满血版DeepSeek一体机，开发成本仅万余
元。此前，该研究所孵化的理工特智公司已向市场推出自研
焊接和无损检测的大模型。

AI技术的不断演进，也带来了更多“AI+”可能性。武汉
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联手恒远科技打造的“产线大脑人工智
能平台”去年获得明月湖金种子项目称号。近日，该平台融入
最新AI技术，通过“数据贯通—算法协同—业务融合”三重穿
透，升级优化了“数据驱动决策—算法实时优化—资源弹性配
置”的装备制造新范式，能更好地以工业AI智能算法模型赋
能工业应用场景，解决工艺质量与效率问题，打通装备制造行
业柔性化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两江协同创新区正积极拓展各类“AI+”应
用场景，促进产研供需精准对接。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江协同
创新区将拓展场景创新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明月湖获
得高质量快速发展，探索打造“AI+”集聚区。

一体机大模型接连面市
明月湖掀起AI“浪潮”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见习记
者 侯月）记者昨日从市经信委获悉，依托政策引导与技术
创新，我市在工业操作系统、工业嵌入式软件、工业控制软
件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已有工业软件及相关企业180
余家，部分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推动制造业向“智造”跃
迁。

工业软件是工业制造的“大脑”和“神经”，是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关键支撑。近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进工业软件发展，将
工业软件作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抓
手，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工业软件企业聚集高地。

重庆先后出台《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
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将工业软件作为软件产业重
点方向加以支持。2022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软件等方向开
展“揭榜挂帅”项目攻关，先后实施四批次共22个项目，每个
项目由市区两级给予600万元资金奖补，助力攻关工业软件
核心技术难题。在政策牵引下，重庆工业软件产业规模快速
扩大，现有工业软件及相关企业180余家，2024年工业软件
产品收入达到150亿元，同比增长10.6%，占全市软件产品收
入的比重为17.1%。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我市按照“产业集聚、企业集聚、
人才集聚”的思路，打造了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园，并于2021
年6月挂牌成立。截至目前，该园区已建成投用核心载体面
积70万平方米，聚集了50多家工业软件企业。同时，重庆市
还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工业软件大会，依托“西洽会”“智博
会”等国家级平台举办了一系列行业峰会、论坛等，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加快打造全国工业软件企业聚集高地

重庆工业软件及
相关企业已达180余家

■陈维灯

站在荣昌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的人
工湿地旁，看着水流源源不断流入荣昌
高新区广富组团各企业，很难想象，这些
水是曾被视作“负担”的生活污水。这场

“污水革命”背后，折射出基层发展实践
中的智慧与创新。

负担与资源的转化，关键在于打破
思维定式。

当企业困于用水成本、村庄困于污

水治理时，双方突破“各扫门前雪”的惯
性思维，用科技赋能将污水提标至工业
用水标准，用合作模式打破行政边界，让
两个看似无关的难题碰撞出解决方案。
这种创新思维启示我们：在高质量发展
中，转换观察视角，资源错配的困局便能
转化为价值创造的机遇。

生态账与经济账的统筹，彰显出可
持续发展的智慧。

项目既避免了过度抽取河水破坏生
态，又以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企

业每吨水成本从 4.8 元降至 2.2 元，村集
体年增收超40万元，印证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种双赢，为乡村
产业生态化提供了生动注脚。

柳坝村分红公示栏前，村民的笑脸
与企业车间轰鸣的机器声相映成趣。广
顺街道的实践告诉我们：新质生产力未
必都在实验室里，善于在寻常事物中发
现价值，在跨界融合中创造机遇，乡土大
地同样能生长出高质量发展的参天大
树。

“污水革命”背后，是思维定式的突破

3月11日，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上百名
工人加紧建设黄泥包还房。

据了解，该项目属于万州城中村改造
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计
停车位289个、住户231户，目前主体工程
已完成65%左右。

通讯员 付作侨 摄/视觉重庆

万州持续推进
城中村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