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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7月23日，“新长
安 新生态——长安汽车与海尔集团战略合作签约”活动在重庆
圆满举行。此次签约不仅标志着中国智造两大巨头的强强联
合，更预示着重庆汽车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
步，开启了“人车家”智慧生态建设的全新篇章。

据了解，此次合作的核心亮点在于“人车家”全场景融合生态
的构建。未来，长安汽车的智能座舱系统将与海尔集团的智能家
居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无论是即将到家时灯光、窗帘、空调的自动
调节，还是即将出发时车内座椅、空调、导航的提前备好，都将为用
户带来贴心而便捷的“智慧管家”式体验。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设计、开发、生产多元化的车载产品，将冰
箱、电视、投影乃至创新中岛台等融入车辆，让汽车真正成为“移动
的家”。这不仅将大幅提升用户体验，也将为重庆汽车产业链带来
新的增长点，推动车载电器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除了“人车家”生态合作，双方还将在汽车产业链、全球化品
牌营销与服务体系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协作，包括共同开发新
汽车产品、探索个性化改装业务、深化垂媒合作，以及积极探索
全球售后体系共享、联合营销、联合发布等，共同助力中国品牌
出海。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提升重庆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力，助推重庆汽车品牌的国际化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还将积极探索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等
前沿领域，并开展大健康合作，共建汽车用户健康平台、开发医
疗服务定制车型。诸多列前瞻性的合作，将为重庆汽车产业的
未来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使本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始
终走在前沿。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基地，重庆一直致力于推动汽车
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而此次长安汽车与海尔集团的
战略合作，正是重庆汽车产业“生态破圈”战略的生动实践。

长安汽车作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引领者之一，拥有
163年历史底蕴和41年造车积累。海尔集团则是领先的美好
生活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服务商。两者的携手，将推动智能
出行与智慧生活的无缝衔接，为重庆乃至全国的汽车产业发展
树立跨产业生态合作的典型标杆。

长安汽车携手海尔集团
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融合生态

在渝北区盛兴大道环山隧道内，一条银色轨道悬挂
在隧道顶部，搭载多种传感器的“小北1号”机器人沿轨
道缓缓移动，对隧道安全运行情况进行全天候监测。

这是全国首个“城市长隧道环境监测预警”场景。
环山隧道长1.5公里，日均车流量11万辆，是重庆

主要货运通道。运行近20年来，隧道设施逐渐老化。
渝北区城市管理局为此与重庆交通大学合作，探索AI
赋能城市治理创新路径。

“这个揭榜领题项目是要解决隧道内的环境感
知问题，既包括实时采集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等气体含量，也包括风力、风速、风压及温度、湿度等
环境参数。”环山隧道环境监测预警项目负责人、重
庆交通大学教授马庆禄介绍。

项目采用机器人搭载传感器方案——机器人可以
24小时采集各种数据，做到全覆盖值守式隧道环境检
测。

“后来又增加了结构病害及机电设施检测、交通事

故检测，比如隧道表面裂缝、机电着火以及车辆碰撞、起
火等场景。现在机器人支持双向音视频对讲，还可以管
理交通。”马庆禄说。

如今的“小北1号”，多种“功夫”在身，特别是针对
隧道火灾、交通事故的自研算法，识别准确率达95%，预
警时间缩短至3秒内。

项目团队探索“小切口”改造思路，对隧道内传统风
机进行改造，加了旁接的无线智能控制开关，机器人可
以控制风机启停和转向。

这种“旁路改造”让传统风机变身智能设备：系统一
旦感应到火灾，立即启动风机。

道闸系统改造同样巧妙。“隧道发生火灾时，通过信

号灯禁止车辆进入，同时利用隧道口X型掉头车道实现
车辆掉头引导。”马庆禄说。

“这套系统已接入重庆市政务服务网，主管部门
能实时查看隧道的情况，并且数据实时推送给大数
据以及治理中心，支撑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工作。”
马庆禄介绍。

系统还构建了“云端综合服务平台+边缘计算+终
端机器人”分布式AI检测体系。一旦发生异常情况，隧
道管养单位、城管、住建、交通、交巡警等多部门能通过
平台联动处置。

目前该系统已纳入重庆市级“桥隧智慧管理”应用
体系。

城市长隧道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火灾出现3秒内发警报引导车辆掉头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近日，农业农
村部发布了2025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共包括133个主导
品种和143项主推技术，我市的2个品种、2套技术上榜。

其中，“庆油3号”是连续第4年上榜，在油菜品种中持续领
跑。作为高含油油菜品种，“庆油3号”自2017年示范推广以
来，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已达2500万亩，位列全国第二。

“艳椒485”是首次上榜，同时也是我市加工辣椒“艳椒”系
列第3个上榜的品种。

该品种集高辣、宜机收、一次性采收等优势于一体，有效解
决了我国北方辣椒产区单生朝天椒采收成本高的问题。2021
年以来，该品种在内蒙古、甘肃、新疆、山东等北方产区大面积推
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1.2万亩。

上榜的技术分别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宜机化区
中稻-再生稻全程轻简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近年来，我市探索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通过种植
间距、密度的科学规划，实现大豆稳产增产。

与此同时，我市还因地制宜集成了“春马铃薯/春玉米/夏大
豆”“油菜-夏大豆/夏玉米”等多种复合种植模式，种出了“万元
田”“吨粮田”，其中3个案例成功入选全国高产典型。

宜机化区中稻-再生稻全程轻简优质丰产栽培技术，则是
针对宜机化区中稻-再生稻生产农机农艺不配套、产能不高、品
质不优等问题，选用高产优质抗逆宜机收水稻品种，配合病虫害
统防统治、机插机收等关键技术，实现中稻亩产700公斤以上、
再生稻亩产300公斤以上的两季“吨粮”目标。

该技术已经在全国再生稻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其中川渝再
生稻区推广220万余亩。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加大这些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的集成示范和推广应用，促进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
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引导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加快
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注入农业科技力量。

我市农业
2个品种、2套技术获全国主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造”钢铁产
品取得进入欧洲市场“通行证”！7月24日，记者从重庆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获悉，日前重庆钢铁通过欧
盟认证并获得欧盟建筑产品法规证书，“重庆造”钢铁产品可顺
利进军欧洲市场了。

重庆钢铁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欧洲市场对于钢铁产
品进口有着极为严苛的行业标准。为推动产品顺利进入欧洲市
场，今年4月重庆钢铁成立专项小组，从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工
艺、产品试验等多个环节进行梳理优化。

“在筹备阶段，我们按照欧盟标准要求，对企业产品现有质
量管理体系进行升级，确保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全流程可
控。”重庆钢铁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此企业团队接连完成了产品
性能声明、工厂生产控制文件等40多类技术文档编制。

比如，在生产流程与工艺改进环节，企业针对欧盟标准中对
产品公差、工艺温度控制和质量放行等方面的特殊要求，进行针
对性控制调整，严格按欧洲标准编制产品工艺卡和设计冶金规
范，确保产品性能稳定性和一致性。

在提交欧盟进行审核前，重庆钢铁还多次开展内部审核模
拟演练，排查潜在问题，并邀请认证机构专家进行预审指导，进
行查漏补缺。

最终欧盟认证机构对重庆钢铁的质量管理体系、生产流程
及产品性能等均给予高度评价，并颁发相应认证，这意味着重庆
钢铁质量管理体系及产品性能已全面符合欧洲标准要求。

重庆钢铁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坚持创新赋能，持续加大在技
术研发方面投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并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加速
拓展海外市场。

通过欧盟认证

重庆钢铁产品获进入欧洲“通行证”

日前，市城市管理局首次发布“揭榜领题”成果，
全市11个区县城管部门、单位围绕城市设施安全监
测预警、城市治理科学精细高效、城市运行精准人性

化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出一批AI（人工智能）赋能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场景。

这些应用有多“聪明”，能为重庆这座超大城市
的现代化治理带来哪些帮助？连日来，记者就此采
访了相关单位。

赋能重庆大城之治 AI应用批量上新

“小涪，跟我去检查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小涪，生成限
改通知文书。”“小涪，餐厨垃圾乱回收该怎样处罚？”……城
管队员亲切呼叫的“小涪”，其实是一款智能应用，它已成为
涪陵区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队员必备的AI助手。

7月11日，涪陵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敦仁
大队副大队长袁微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点开了智能执
法助手“小涪”。她像呼唤自己的伙伴一样，向“小涪”咨
询：检查建筑垃圾消纳场所，需作哪些准备？

不出两秒，“小涪”就列出了一串清单，最后还不忘
温馨提示：此前该区域存在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致生态环
境破坏的突出问题，需重点排查该场所是否存在违法倾
倒情况。

“执法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袁微说，自己已使用“小
涪”两个月了，现在一上街就会打开“小涪”应用。

巡逻至人民西路时，袁微发现一家小百货商店将烟
柜摆放在人行道上，属于违反市容秩序管理的骑跨门摊

经营。她当即通过“小涪”开具限改通知书，并形成电子
文书发放到当事人手机上，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而在以前，处理类似事情需要手工开具限改通知
书，填写当事人、文号、违法事实、整改期限等，整个过程
至少十几分钟。

不仅如此，“小涪”还可开具当场处罚决定和现场勘
验记录。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现在有1500余项，涉及
相关法规文件100万字以上，让执法人员一一掌握显然不
现实。”在揭榜领题中，涪陵区城市管理局针对执法一线人
员面临的困境以及在执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希望AI助

手给执法人员提供法律法规查询和裁量推荐指引、提供自
动生成文书将执法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为此，涪陵区城管局联动数字涪陵公司，在上海交
大研究院指导下，依托兆言大模型研发出智能执法助手

“小涪”。
“小涪”研发出来后，首先在违法类型较多的涪陵区

崇义街道试点使用，今年5月，“小涪”推广到整个涪陵
区。

目前，通过“小涪”输入系统的执法案例已有3000
多件。未来，随着执法案例越来越多，“小涪”见多识广
后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使用起来也会越来越顺手。

城管智能助手

执法遇上难题？只管找“小涪”帮忙

神奇！AI竟然可以“算”出地面下的塌陷，并根据
道路风险值进行预警。

日前，沙坪坝区城管局就根据AI预警在沙坪坝三
峡广场小龙坎环道和天陈路检测出了1处空洞和4处脱
空，并及时进行了处置。

在沙坪坝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点
开设施运行板块的城市治理风险清单管理应用可以看
到，三峡广场周边道路显示出不同的色块。

其中，天陈路和站东路被标注为黄色区块。
“这是中风险路段，尽管已经整治了5处地下病害，

但AI根据评估模型还是发出了预警，这里仍然是要重
点巡查的路段。”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技术人员说。

今年4月，该部门首次根据城市道路塌陷风险评估
模型对城市道路进行评估。

“没想到评估模型一下锁定了三峡广场周边的天陈
路和站东路，其中站东路风险值46.41，天陈路48.07。”

该技术人员说，他们随即启用探地雷达对两个标段进行
实地探查。

实探发现了1处空洞，外加4处脱空。其中空洞位于地
下0.57米处，面积有7.74平方米。沙坪坝市政部门立即对
出现空洞的道路进行路基填充，消除了这一重大安全隐患。

评估模型何以如此神奇？
“这其实是一种算法。”开发此模型的重庆大学白涌滔

教授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运用道路结构研究模型
理论，将影响道路结构的四大类固态因子和十大动态因
子分别植入模型，从而自动得出道路风险值，并按风险值
将道路分成4个等级，分别用蓝、黄、橙、红4种色块标注。

每个等级处置方式不同，同时将在全市三级治理中
心自动生成事件，进行闭环处置。

“选择在沙坪坝地下情况最复杂的三峡广场周边进行
实测，是为了检验模型的可靠性。”该负责人说，三峡广场下
方不仅有各种地下管网，还有复杂的地下空间，包括地下商
场、高铁站、地铁站、地下隧道、地下车行道、地下人行道。

团队还将高回填区的沙滨路纳入了实测。
“目前，该应用已升级为全市应用。”该技术人员

说。下一步，模型的动态因子将引入AI自动监测，通过
物联网感知设备，实时动态监测地面振动波、供排水管
网渗漏情况等。

城市道路塌陷风险评估模型

报告！这些道路下方有空洞需处置

“启动无人机高楼消防巡查。”7月15日上午9点
半，在江津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中心主任钟雪飞下
达了巡检指令。

部署在铁塔“机巢”和楼顶“机巢”的多架无人机腾
空而起，从不同方向往几江街道、圣泉街道等高楼密集
区飞去。

几分钟后，一架架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热成像仪的无
人机准确就位，开始工作：焦距放大检查消防连廊通道，
热成像仪同步开启，进行垂直画面扫描……

这是江津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综合巡查的场景之一。
为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感知监测体系，我市江

津、北碚、永川等地通过无人机AI识别低空巡检，结合
人工采集、车载抓拍等地面巡检，在城市建设、运行、交
通、环保、应急、消防、林业等领域推出了相关智能应用

场景。
“得益于AI赋能，无人机巡查能解决城市治理中人

工巡查危险封闭区域‘难抵达’、夜间及节假日监管‘有空
当’、多头巡查数据资源‘难共享’等问题。”钟雪飞介绍。

近段时间，我市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无人机参加了
巡护。

7月9日，暴雨稍歇，一架无人机巡航至江津圣泉街
道几江长江大桥浒溪公园东南侧405米时，镜头捕捉到
异样：一个直径超40厘米的井盖缺失。

另一架无人机通过8倍放大的镜头发现，城南路41
号金星大厦西南侧138米处水面漫过路缘石，存在安全
隐患。

江津区三级治理中心迅速将信息流转到区经信委
和区住建部门，整个闭环处置过程在10分钟内完成。

市城治办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无人机低空巡查已
运用到25个治理场景，其中包括针对道路缺陷、非法垂
钓、防溺水、道路垃圾、占道开挖、森林防火等高频场
景。未来，无人机低空巡查的应用场景还会扩大。

无人机低空巡查

危难时刻“千里眼”扫描保城市安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余虎 崔曜

应用应用 11

华岩隧道内，
巡检机器人正在
作业。（本报资料
图片）

记 者 郑
宇 摄/视觉重庆

七
月
九
日
，江
津
老
城
区
，无
人
机
飞
行
在
乌
云
密
布
的
天
空
中
巡

查
地
面
安
全
隐
患
。

记
者

郑
宇

崔
曜

摄\

视
觉
重
庆

应用应用 22

应用应用 33

应用应用 44

7月23日，北
碚区“数字城管”
工作人员在查看
化粪池安全监控
智能处置终端运
行情况。

特 约 摄 影
秦廷富 摄/视觉
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