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52025年7月 18日 星期五
责编 赵本春 美编 乔宇

智联未来·共创AI新生态

2025重庆联通人工智能生态大会成功举行
7月16日，重庆联通人工智能生态大会成功举行。大会以“智联未来·共创AI新生态”为主题，集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

校学者近400人参会，共同探索前沿技术与产业融合新路径，共同见证重庆联通“渝联智荟”人工智能生态共创行动发布。

大会现场，重庆联通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
部分院、华为、中兴通讯、新华三、海光、科大讯飞等
29家合作伙伴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整合各
方优势，推动AI技术在研发、生产、应用等全产业链
的深度协同，标志着重庆AI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生
态化协作新阶段，加速产业升级与规模应用落地。

未来，重庆联通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
动，围绕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渝联智荟”人
工智能生态共创行动为纽带，
助力重庆打造全国数字化转型
示范标杆，为数字中国建设贡
献联通智慧。

现场，重庆联通发布“渝联智荟”人工智能生态共创
行动，立足“场景驱动，数智向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理
念，已整合二十多个行业百余个细分场景的优质、成熟的
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助力客户“一站式”解决人工智能落
地问题，助力伙伴快速实现从场景需求到应用落地的价
值闭环。

在AI基础设施方面，重庆联通立足大DC、大算力、
大通道核心能力优势，形成“AIDC+AI算力+AINet”新
型智算基础设施体系；在数据集服务方面，依托超大规模
集中化、一体化的数据要素治理能力和实战经验，通过可
信数据空间和服务优势，破解行业主体“不愿用、不会用、

不敢用”难题；在垂直行业大模型和场景智能体方面，基
于“多模共生”的元景模型家族和“更懂行业、更易定制、
更加可信”的大模型MaaS平台，加速AI+千行百业智能
体应用落地；在AI安全方面，建立人工智能内生安全体
系，打造大模型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安全工具链和自主可
控可信增强解决方案。

大会现场同步设置线下展区，全方位展示中国联通
在AI+数字政务、AI+工业智能制造、AI+乡村振兴、AI+
安全、AI+低空经济等方面的系列创新成果和来自生态伙
伴的特色能力。同时，还展示了在数字重庆建设、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等领域的智能化样本。

重庆联通作为中国联通在渝科技创新主体，
依托集团公司“国芯、国算、国模、国盾”的智算产
品能力体系，坚持“在重庆，为重庆”，以“Al基础
设施、高质量数据集服务、垂直行业大模型、场景
智能体、AI安全”五位一体的AI战略布局，持续
深度服务数字重庆建设、数字经济发展、超大城市
现代化治理。

近年来，重庆联通全面构建特色AI能力体
系，加快AI基础设施建设，筑牢AI安全基石。升
级“2+X+N”数据中心，为“疆算入渝”提供算力传
输网络，实现用户一跳入算、算力间一跳直达。同
时，通过可信数据空间技术与中国联通元景相结
合，实现数据资产的智能化挖掘与增值，为垂直行
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大模型解决方案。打造AI
实践标杆，形成一系列智能体应用，赋能超大城市
现代化治理，同时联合长安、长城等车企探索AI
大语言模型与机器视觉技术的融合创新，落地“数
智融合”示范标杆项目，全面服务“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建设，积极探索AI与文旅结合，助
力多个区县智慧旅游平台提“智”升级。共创AI
新生态，积极践行“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数
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使命担当，打造“渝联智
荟”人工智能生态协作平台，“一站式”解决AI落
地“最后一公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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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带来了深刻
的市场洞察和丰富的成果展示。国家信息中心信
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栗蔚、中国联
通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济安、中国联通人工智能
首席科学家廉士国分别以“大模型时代智慧城市
发展新范式”“构筑人工智能发展底座：从算力互
联到算力互联网”“大模型驱动工业互联网数智变
革”“联通元景助力智能体应用普惠”为题发表主
旨演讲。

马上消费金融、长安汽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大学城医院等单位的代表聚焦应用实践，分别呈
现了AI在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
的前沿落地成果。

产业共振产业共振
29家领军企业共建AI新势力

▲7月17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停机坪，导航技术室
巡查员李远望在天线塔架上进行例检。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7月17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停机坪
地表温度直逼70℃！为了航班正常进出、
旅客平安出行，仍然有一群人在热浪里坚
守。当天，记者走进热浪滚滚的停机坪，
记录他们如何在高温下工作的。

导航技术室巡查员李远望：
20米高空检修“眼睛”

今年45岁的李远望，是江北国际机
场飞行区导航技术室巡查员，已在这个岗
位坚守20年。

上午11点，停机坪热浪灼人，他穿着
厚重的工作服，系紧安全绳，熟练地爬上
近20米高的下滑台天线塔架进行例行检
修。金属塔架被烈日晒得滚烫，记者不敢
赤手触碰。

“我习惯了！”李远望抹了把脸上不断
滚落的汗珠说：“夏天的天线塔架像个蒸
笼，站上去三分钟，汗水就能把衣服浸透。”

李远望守护的，是飞机安全降落的“眼
睛”。江北机场16个导航台发出的信号，
被飞机接收后，为飞行员提供精确的跑道
信息，搭建起平稳降落的“空中通道”。

“系统出现故障或天线角度偏差，都
可能影响航班安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保障信号24小时不间断、零误差，李远
望和同事们时刻待命。

助航灯光维护员曾勇：
20分钟修好“夜路标”

停机坪另一侧，359号机位旁，助航
灯光维护员曾勇正站在工作梯上，专注地
更换着高杆灯的灯管。

前一天夜巡发现的两盏故障灯，必须在
次日白天完成修复。降下灯盘、卸下旧灯
管、换上新灯……动作麻利，却并不容易。

“灯盘被直晒着，温度很高，摸一下就
能烫出红印。”曾勇说，维护员必须戴上手
套，避免烫伤。20分钟左右，两盏灯换毕，
曾勇的工作服早已湿透，紧贴后背。

“必须确保每盏灯都亮，不然晚上飞
机滑行就可能出问题。”曾勇按下开关，新
换的灯管在刺目阳光下亮了起来。完成
所有工作后，曾勇摘下安全帽，额前湿发
紧贴皮肤，他习惯性地用袖口抹汗，粗糙
的布料在脸颊上蹭出一道白色汗碱印。

记者了解到，江北国际机场近2万盏助
航灯，从跑道边的进近灯到机坪上的机位灯
等，全由其所在部门负责。从凌晨2点半
的首航前检查、白天的常规巡检到傍晚6
点的夜航准备，他们每天要完成三次巡查，

“灯光就是飞机的路标，一盏都不能坏。”

飞机加油员朱森：
30道操作流程“喂饱”飞机

当天下午1点多，一架空客A319滑
入指定桥位。中国航油重庆分公司飞机
加油员朱森早已在热浪蒸腾的机坪上严
阵以待。

“只有我们等飞机，不能让飞机等我
们。”这是朱森“战高温”的第10个年头。

此时，温枪显示停机坪地表温度已逼近
70℃，飞机发动机附近的热浪扑面而来。

连接导静电线、连接加油栓、对接航
空器加油口、检查确认、加油……给一架
飞机加油，朱森要精准完成近30道操作
流程。

一连串动作下来，豆大的汗珠瞬间布
满额头，顺着脸颊滑落。朱森说，每架飞
机的加油时间短则20分钟，长则1小时。
这期间，他必须全程站立在滚烫的机坪
上，双眼紧盯着工作仪表和指示灯，监控
加油车运行状态，确保航空油料安全加注
进入飞机。

朱森介绍，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机场
航班激增，自己和同事们每天每人平均要
为20至30架飞机加油，每天在机坪上工
作9个小时左右。

加油结束后，记者看到，朱森深蓝色
的工作服上，盐霜勾勒出大片的汗渍“地
图”。朱森猛喝了几口水，喘着粗气说：

“只要航班能够安全顺利运行，咱这汗就
没白流。”

滚烫停机坪上，他们守护航班安全起落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7月17日，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获悉，连日来重庆市持续高温，用电需
求不断攀升，当天11时33分，重庆电网负
荷达2852万千瓦，同比增长17.66%，较去
年最大负荷增长0.53%，创历史新高。

面对高温挑战，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全力推进源网储协同发展，为地方经济社
会平稳发展筑牢“电力防线”。为保障电网
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24小时不间断监控全市电力供需
平衡情况，利用电力大数据提前分析负荷
特性，结合气象信息进行负荷精细化预测，
及时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对重点变电
站、线路的监控，确保电力设备保持稳定运
行状态，及时有效缓解局部供电压力。

“近期高温天气以来，我们统筹内发外
购资源，发挥大电网资源配置能力，确保全
市电力供应安全平稳。”国网重庆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副处长梁伟说。

加强外电入渝方面，特高压工程发挥
了重要作用。“疆电入渝”工程自今年6月
10日投产送电以来，最大输送功率达400
万千瓦、累计输送电量21.3亿千瓦时；去
年年底投运的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提升了西南地区电力资源利
用效率。

特高压工程落地的同时，区域电网网
架也持续完善。6月30日，由国网璧山供
电公司建管的220千伏田家变电站主变改
造工程竣工投运，标志着国网重庆电力
2025年 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投
产。国网重庆电力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12项重点工程包括9项基建工程、3
项技改工程，新建及增容主变压器11台，
新增变电容量236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
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59公里。

此外，我市还推动抽水蓄能电站、电网
侧储能电站建设，不断增强重庆电网的调节
能力。截至6月底，重庆已建成1座抽水蓄
能电站、容量120万千瓦；建成投产12个电
网侧储能项目，新增调节能力140万千瓦。
今年1至6月，重庆电网新增电源装机容量
314万千瓦，其中新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236万千瓦，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

据了解，迎峰度夏期间，国网重庆电力
恢复26座变电站有人值守，日均出动人员
超1000人次，车辆540台次，开展特巡特
护695次等，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缺陷隐
患，全方位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从跨区特高压输送、本地电源优化，到
电网网架升级、储能设施布局，重庆正以多
元举措构建起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在高
温考验下守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
源”。下一步，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加大
中长期和现货购电力度，保障全市人民清
凉度夏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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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停机坪，飞机加油员朱森在飞机发动机旁工作。

▶7月17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停机坪，助航灯光维护员更换高杆灯的灯管。 （本组图片由记者罗斌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