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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12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目前，新区正不断推动川渝两地港口间的合作。在大宗商品交易
方面，每年会有超过300万吨的铁矿石、铬矿石、粮食、煤炭等大宗商品
从果园港发往四川各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果园港，每天都有两班列车发往四川省内
江市威远县。这趟班列自2018年开始常态化运行，今年以来已经累计
向四川运送了铁矿石超过150万吨。

在回程方面，这趟班列会把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生产的钢卷运到果
园港。今年内，已经有40多万吨的钢材进入了两江新区，除部分在本
地进行加工之外，剩余部分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分拨至全国。

这只是冰山一角。开年至今，果园港的煤炭、钢材、铬矿石、铁矿石
通过各类方式中转到全国各地的分别达到了240万吨、400万吨、65万
吨和150万吨，正日益成为西南地区大宗商品交易的分拨中心。

汽车也是果园港分拨的另一类重要产品。2016年，重庆江盛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在果园港建立了分拨中心，目前已经辐射到了四川、云南
和贵州等市场。

该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史世杰介绍，果园港正在打造的多式联
运体系让公司受益匪浅。“目前，重庆江盛通过积极发挥公、铁、水多式
联运优势，推进降本增效，每年可节省商品车整体运输链成本60%左
右。”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果园港借助两江新区通江达海、连接亚
欧的优势，目前已实现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相互衔接，形成
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与欧洲、南亚等地区的重要
物流通道，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每年超300万吨大宗商品
自果园港发往四川

包括煤炭、钢材和矿石等

本报讯 （记者 罗芸）12月17日，记者从沙坪坝区了解到，位于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的“成渝·同创园”已有6家企业入驻，总投资额
达6800万元，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年沙坪坝区在黄金湾·智谷启动了“成渝·同创园”
建设。该园区以重庆物流城铁路口岸创新中心为载体，两地共同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共同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共享科技人才资源。

同创园是一个立足于高校成果转化的平台。目前，已有掌灯科技、
上海维之星等6家企业入驻园区，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
等产业。为了加快高校成果转化，园区还将投资500万元建设成渝人
才服务平台、技术经理人交易服务大厅等。负责园区运营的负责人徐
立介绍，“为这些企业提供支撑的，是成渝两地高校较为成熟的科研成
果，这些高校包括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

截至目前，沙坪坝区通过推进“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已建立起
环重庆大学、环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创新生态圈。随着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深入，该区与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
四川互联网协会等也建立了全方位协作关系。与此同时，“成渝·同创
园”还将聚合成渝两地至少11所高校建设“成渝校友会”服务机构，通
过校友人脉聚合更多的科技成果。

“成渝·同创园”已入驻6家企业
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张凌漪）12月17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获悉，依托陆海新通道高效、便捷的铁海
联运模式，28组大型自贡花灯日前运抵新加坡，将于今日起在新加坡
裕廊湖花园举行的《明天会更好》——2020爱心灯会中亮相。这也是
自贡花灯首次“登陆”新加坡。

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8组大型花灯由100位专
业工匠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制作而成。但受近期海运市场严重缺
箱、爆仓的影响，花灯按时交付存在较大风险。

为保证活动按计划进行，该公司多方协调，从广西钦州港调运自备
集装箱到重庆，确保花灯在重庆顺利装箱铁路运输至钦州港。然而，由
于新加坡港口拥堵，海船遭遇延误，时间十分紧迫。

为此，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提前协调各方争取海船在钦州港和新
加坡直靠泊位、优先卸船，并协调海船公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
速行驶。

最终，在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北港股份公司、北港物流、新
加坡PSA（国际港务集团）等各方支持下，28组大型自贡花灯在12月
13日下午提前到达新加坡。目前，花灯已在新加坡组装完毕，将于今
晚和新加坡民众见面。

爱心灯会新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加坡中国商会、重庆市中新示范
项目管理局、新加坡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陆海新通道运营有
限公司等为灯会举办提供了诸多帮助。希望能通过灯会，加强人们的
抗疫决心、毅力和韧性，增强凝聚力，共同展望美好未来。

在重庆“上火车” 取道陆海新通道

28组自贡花灯今晚亮相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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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2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十三
五”期间，我市以改善办学条件为突破口，
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2020
年全面消除义务教育阶段66人以上超大
班额，全面实现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全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达到
97.8%。

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学
校覆盖率超过50%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让每个孩
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新时代重
庆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
求。”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资源结
构进一步优化。到2019年底，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到41%，乡镇公办园覆盖率
达到93.7%，学前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不
断扩大，全市一级园（含示范园）达到
1512所，占比达到20.17%。

持续开展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专项工作，2020年全市义务教
育学校校舍场地达标率达到87%，2020
年全面消除义务教育阶段66人以上超大
班额，全面实现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成为全国第21个整体通过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省份。全市
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学校覆盖率超过
50%。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严格执行免
试划片就近入学，全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比达到97.8%。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改革的指导意见》，重庆的普通高中教育
发展也进入新阶段。

目前，我市立项建设122个普通高中
课程创新基地、550门普通高中精品选修
课程、20个普通高中校本教研基地。中职
和普高招生结构更加优化，职普招生比为
4.1∶5.9，职普招生大体相当。

近三年每年新配备各级各类
学校教师14500名

据了解，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市

已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实施意见》《重庆市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2019—2022年）》，2016年
以来招生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7400
人，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2000人，招聘特
岗教师4600人，近三年每年新配备各级
各类学校教师14500名。

“十三五”期间共争取国培、市培专项
资金7.35亿元，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18万余人。五年来新增国家级人才5名、
市级名家名师48名、特级教师99名、市级
中小学骨干教师3237人、市级学科名师
485人、市级学科带头人69人、教育家型
教师培养对象63人，建立了10个市级中
小学名师工作室、20个教学专家工作室和
4个教育部“名师领航”工作室、4个教育
部名校长领航工作室。

“6月17日，市教委与四川省教育厅

在重庆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
师教育协同创新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在
长江教育创新带、中西部乃至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示范区。”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渝两地将在教师培
养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协同帮扶机制、人
员交流互派、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创
新探索实践，协力打造成渝区域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增长极。

将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减轻
中小学教师负担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基本均
衡”升级到“优质均衡”，是新时期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尽管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依然存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进一
步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长效机制，推
动区域、城乡、校际资源实现更高水平的
均衡配置。加大经费投入，在校园、校
舍、设备、环境等方面进行提档升级，推
动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校达标”“项
项达标”，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着力推进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教育评价改革、减轻
中小学教师负担等重要改革事项，坚持

“五育”并举，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重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达97.8%
2020年全面消除义务教育阶段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建立机器人/人工智能创客实验室和
人工智能+VR/AR探究实验室，一方面
推进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另一
方面让人工智能、VR/AR技术融合到中
小学学科教育中……这是重庆鲁班机器
人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正在国科大重庆
学院附属科技中学推进的示范项目，其目
标是打造国科大中西部基础科技教育创
新中心。

对于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这样的
企业，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以下简称“机器人联盟”）将从
产业发展的角度给予更多技术支撑。

帮助联盟成员单位乃至整个产业争
取和整合国家级资源，是机器人联盟的重
点工作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的牵头下，该联盟集聚了重庆大学、
重庆华数机器人、川崎（重庆）机器人、长
安工业等300多家国内外企业、高校和科
研机构，涵盖科研、人才、产品及产业化等
方面的优势资源，正全力以赴推动重庆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在全国形成影响力。

推动国评中心落地，助力重庆
工业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 6月，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
新生态城的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
心（重庆）（以 下 简 称“ 国 评 中 心（重
庆）”）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简称“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正

式投用。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第三方

机器人检测与评定机构，如今，国评中心
（重庆）检测范围包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无人机、智能产品等整
机，以及伺服电机、减速机、动力电池、控
制器、通信等零部件，检测能力涵盖标准
100余项，检测项目（参数）300余项，为重
庆乃至西部地区机器人产业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

“最初申请国评中心落地重庆时，重
庆的机器人产业并不被看好，可以算是无
技术、无人才、无产业，仅有市场。”机器人
联盟秘书长何国田坦言。所谓的市场是
指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主要集中在汽摩
等行业，这也是重庆的支柱产业。因此，
结合自身优势错位发展，重庆工业机器人
市场巨大。

凭借这样的“未来可期”，在市发改
委、市科委（现市科技局）的支持下，中科
院重庆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成功申请到
国评中心落地。

伴随着国评中心（重庆）的建设，重庆
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也牵头拿
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业机器人整机性
能测试与评估平台研发及应用”项目，通
过工业机器人整机性能综合评估模型等
研究，推动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
展。

近三年来联盟成员拿下13个
国家级项目，带动产业实现飞跃

一个国家级的3C智能制造项目，全

国300多家单位竞争申报，最终被机器人
联盟的成员单位拿下。不止如此。自
2017年以来，机器人联盟成员单位累计
拿下科技部13个机器人及相关项目，支
持经费达到2亿元，其中6个项目由重庆
牵头完成。

“‘十二五’期间，科技部的机器人项
目我们一个都没有，但最近三年我们连续
拿到项目，进步很明显。”何国田说，在市
科技局的推动下，机器人联盟积极组织成
员单位申报项目，并协调重庆华数机器
人、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机集团、新松机
器人公司等单位的机器人专家来渝，围绕
项目申报展开研讨，指导成员单位加班加
点修改项目申报书。

正是依靠“政府+联盟”协作的模式，
联盟成员单位实现了高质量申报、高质量
获批立项。

在项目的支持下，联盟成员单位整
合资源展开攻关，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领域的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了突
破。

“比如围绕触觉传感器的‘卡脖子’
技术进行攻关，我们的联盟成员单位研
发出触觉传感器的新原理、新结构和新
产品，让重庆在这一领域具有很强的技
术优势。”何国田介绍，此外，在机器人
情感识别技术、机器人智能发育、机器
人减速器测试技术等领域，重庆也有了
一定技术储备，未来将具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

技术实力的增强带动了产业实现质

的飞跃。如今，重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
业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重庆造”协作机
器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累计参与制修订
标准56项，团体标准26项。

参与产业规划制定，为政企提
供决策咨询服务

机器人联盟的成员单位覆盖了机器
人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实现了行
业资源的整合，为此也积极参与了重庆
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规划的制定，通
过提供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市场分
析报告，配合政府部门开展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产业布局、重点项目策划和产业
生态环境建设。同时，承接政府部分职
能，协助政府部门开展科技创新和相关
产业工作。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在着手准
备，就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十四五’规
划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
务。”何国田介绍，目前，机器人联盟已完
成“十四五”时期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制
造技术创新规划研究、2019年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协同推进机制研究等10余项行
业咨询服务工作，去年一年服务企业达
150余家。

实际上，通过对自身资源的进一步梳
理，机器人联盟也有了更加清晰的发展规
划。

何国田表示，目前机器人联盟已在智
慧物流、绿色制造领域成立了分联盟，下
一步还将成立教育机器人分联盟，更好地
支撑产业发展。

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助推重庆机器人产业冲进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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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非法捕捞渔具
12月17日，在北碚区正码头，一名工人

在拆解非法渔船。
当日，北碚区举行非法捕捞工具集中销

毁活动，对近一年来在嘉陵江收缴的非法捕
捞渔具进行集中销毁。

从2020 年1月1日开始，包括嘉陵江在
内的长江流域各重点水域相继进入为期10
年的常年禁捕时期。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