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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嘉智慧馆到底有多智慧
■空气成像提词器能让演讲者不用一直盯着文稿，可以时刻与听众保持眼神交流
■在3400平方米的两江多功能厅，几乎听不到演讲者说话产生的回音
■每块大型立面玻璃都安装有破碎和振动探测器，它们能觉察毫米级振动和位移

□本报记者 夏元 杨骏

在智博会推动下，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已
经驶入“快车道”。

目前，重庆数字经济取得哪些成绩和亮
点？接下来将如何发展？2021智博会新闻
发布会上，副市长、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市
招商投资局局长周青，市委网信办副主任严
兵，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米本家，市科技局副
局长陈军，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彭志明，
市科协副主席龙晖回答了记者提问。

全市累计实施3485个智能化改
造项目

记者：在推进“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
设方面，重庆取得了哪些成果？“十四五”期间
将采取哪些发展措施？

陈金山：“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了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把它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从目前来看，其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

“芯屏器核网”产业链基本构建有了长足
发展。比如集成电路产业，全市已形成“设
计-封装-制造”完整产业链，在大数据智能
化加持下，重庆的产业基础更加坚实。

智能制造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上月底，全市累计实施智能化
改造项目3485个，建成智能工厂105个，数
字化车间574个，带动企业运营成本、不良品
率、能耗等大幅下降。

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深入。比如5G基站，
目前全市已建成5.3万个，居全国前列；“渝快
办”融入了20个部门、51套系统、426个办理

事项；在全国率先实现县级以上“数字城管”
平台全覆盖。

进入“十四五”，我市仍将继续实施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战略，包括新建100个智
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在推动“芯屏器
核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狠抓企业智能化改造和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
发展。

另外，我市还将以高品质生活为导向，持
续提升“智慧名城”建设水平，包括提高智慧政
务水平，推动智能交通、智慧城管等项目实施。

“重庆造”汽车软件成本占汽车成
本比重将达到20%

记者：结合当前汽车产业提出的“软件定
义汽车”发展理念，重庆汽车产业将采取哪些
发展措施？

周青：今年上半年，“重庆造”汽车产量达
到57万台，同比增长47%，比全国增速高出
23个百分点，单台汽车平均售价10.5万元，
同比增长近20%。其中，汽车软件成本占汽
车成本的比重为5%-8%，保持在全国行业平
均水平。

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行业发展
共识。汽车软件不仅涉及汽车的设计、研发、
制造等工序，还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开发、芯
片等方面，汽车软件成本占整车成本的比重
将逐渐提高。预计“十四五”末，“重庆造”汽
车软件成本占汽车成本的比重将达到20%。

目前，重庆在自动化驾驶、车路协同、
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已积累先发优势，将
有效推动汽车软件开发，让“重庆造”汽车更
智能化，让驾乘人员体验更舒适，让软件在汽
车产业中得到更广泛应用。

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规模列全
国第6、西部第1

记者：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之一，目前重庆试验区建设情况如何？
米本家：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

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规模列全国第6、西部
第1；获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获批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成128公里
示范高速道路和近百公里示范城市道路；累
计建成公共充电桩17835个。

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全市“芯屏器核
网”加速补链成群，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产业
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增速达到35.4%。

以智能化应用为重点，我市不断促进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包括建成6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和28家市级产业基地，建成200个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等。

我市还开展超大城市智慧治理，“渝快
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办件量超过
1.4亿件，累计推动44家智慧医院、350所智
慧校园、99个示范智慧旅游景区示范建设。

另外，在国内外产业合作方面，包括在中
新国际数据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方面，都融入了数字经济合作项目。

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点研发项
目30项已经实施

记者：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之一，重庆试验区目前建设进展如
何？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陈军：重庆试验区目前的建设进展效果
体现在五个方面：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顺利，包括实施
了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点研发项目30项；
设立川渝地区人工智能专项，分两批支持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项目
19项；组织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8项。同时，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创新平台创建有力起步，如引进及建立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等高端研发平

台，获批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5G基站建

设位于全国第一梯队；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
服务西部6个省区，接入二级节点19个，接入
企业1353家；启动国际高性能计算中心、两
江水土国际数据港等新基建项目。

创新应用示范场景建设初显成效，专题
发布并推进城市大脑、智能工厂等十大应用
场景；礼嘉智慧公园新增体验场景30个、体
验项目80个；初步建成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湖和平台基础；在永川建成西部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

社会实验探索有序推进，组织一批企业及
科研机构形成人脸识别技术隐私保护和山地城
市道路场景自动驾驶两套社会实验方案。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优化人工智能创新
基础支撑，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深化
创新成果的融合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政策法
规试验。

全市行政村光纤网络和4G信号
全覆盖，互联网通村入社率100%

记者：已经举办三届的智博会，对于重庆
智慧城市建设以及数字化惠民、便民方面带
来哪些变化？

严兵：通过举办智博会，让智能化、信息
化融入市民生活。

近年来，我市通过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数字经济成为重庆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点。

比如，在成渝双城数字经济圈建设方面，
两地数字合作签订共同发展协议200余项；
全市推进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点，覆盖市
级单位300余家；建成智慧医院44家、智慧
小区191个、智能物业小区545个；全市行政
村实现光纤网络和4G信号全覆盖，互联网通

村入社率达到100%，等等。
目前，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乡村

建设以及网络安全防护，我市正不断强化智
能化信息化惠民便民的实际效果。

51家新加坡企业及机构将参加线
上展览

记者：在疫情防控下，目前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如何深化推进？

彭志明：目前通过中新国际数据专用通
道，为中新双方高层会见、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联合实施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今年智博会期间，中新数据专用通道也
将发挥作用。届时，51家新加坡企业及机构
将参加智博会线上展览，并通过数据通道举
办双方企业的远程对接交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重庆与新
加坡方面还建立了三个层级的常态化视频
沟通联络机制。今年内，重庆与新加坡将
举办新加坡在华知名企业重庆行活动，拟
邀请一批在华投资落户的新加坡企业来
渝，与区县及园区开展对接交流，争取一批
合作项目落地。

科协将为推动全市数字经济和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注入“科技因子”

记者：近年来在助推全市数字经济和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方面，市科协采取了哪些举措？

龙晖：通过高站位借势整合资源、高标准
搭建创新平台、高水平举办学术论坛、高质量
打造工作品牌和高精度产出智库成果，近年
来市科协促进了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在领域科
学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决
策咨询等方面取得成效。

接下来，科协系统将以智博会为契机，以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以数字经
济百人会为重点载体，为推动全市数字经济
和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注入“科技因子”。

重庆“十四五”将新建
100个智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

2021智博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 王天翊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正式落成。它究
竟有多智慧？重庆日报记者当天前往打探。

在礼嘉智慧馆两江多功能厅，记者看到
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讲台前，对着空气点点划
划。走近一看，才发现工作人员面前的空气
中，有一块仅从特定角度才能看到的“屏
幕”。“屏幕”上，一篇讲稿清晰可见。通过手
指点击这块“屏幕”，讲稿的滑动、返回、跳转
等操作都能流畅完成。

据介绍，把空气变成“屏幕”的，是安装在
讲台上的一台空气成像提词器。它利用离散
的微小单位光学元件，对光线进行纳米级细
分切割后，聚集在空中形成影像。

“空气成像提词器改变了传统的演讲方
式，让演讲者不用一直盯着讲台上的文稿，可
以时刻与听众保持眼神的交流。”工作人员介
绍。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念出提词器上内容
的同时，场馆内的大屏幕可将语音实时转为
文字，并同步翻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
这得益于场馆配备的多语种智能同传系统，
其声音识别准确率可达到98%，还可同步生
成多种语言的字幕和会议记录。

记者还注意到，在3400平方米的两江多
功能厅，几乎听不到演讲者说话产生的回
音。原来，该厅内壁采用了经过微孔加工的天
然铭木材料，1平方厘米内有多达25个直径0.5
毫米的小孔，在保证木饰面效果的同时，将噪音

和回音影响降到最低。
在服务方面，礼嘉智慧馆打造了独具特

色的智慧餐厅。服务员每端上一份菜，14台
投影仪和音响相互配合，通过声光技术在餐
桌上演绎其诞生的故事。同时，四周的墙上
根据故事情节变换环境画面，用流畅细腻的
动画效果向用餐者呈现重庆特色的餐饮文
化。

在安全方面，礼嘉智慧馆南厅和北厅的
每一块大型立面玻璃，都安装有破碎探测器
和振动探测器。这些探测器可以觉察出毫米
级别的振动和位移，一旦发现异常便会把对
应玻璃的“身份编号”发送给维保人员前往处
理，可以在大风、雷暴等极端天气中保证参会
人员安全。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两江多功能厅，
工作人员正在空气成像提词器上“隔空”翻阅
文档。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玻璃幕墙安装有探测器，可探测到毫米级的位移。

□本报记者 向菊梅

家住渝中区、今年50多岁的心梗患者
王涛（化名），最近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回。

当时，王涛突发胸痛、大汗淋漓，紧接
着晕厥，家人立即拨打120。幸运的是，10
多分钟后，市急救医疗中心的5G智慧急
救车赶到现场；40分钟后，王涛躺在手术
台上开始接受治疗。

一般情况下，病人送到医院后还要
接受一系列检查，王涛何以这么快就可
以接受手术？功臣就是那辆5G智慧急
救车。

“急救就是与死神赛跑。心梗患者的
最佳治疗时间是病情发生后的3小时内，
在发病早期作出迅速、准确地诊断和治疗，
对挽救生命、减轻伤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市急救医疗中心科研科科长张颖说，
近年来，市急救医疗中心推动以信息技术
为支撑的智慧急救体系建设，5G智慧急救
车便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日前在市急救医疗中心
看到，5G智慧急救车外观和普通救护车没
有区别，但内部有很大不同：车上除了有监
护仪、心电图机、除颤监护仪、呼吸机等常
规车载监护设备外，还增加了手持超声仪、
免疫分析仪、血气生化分析仪等检查检测
设备。同时，该车上的所有监护设备都具
有数字化和网络化传输功能，通过车上加
载的5G网络信号源以及院前院内信息交
互系统，可将设备监护数据和检测数据实

时传输到院内。
“传统的院前急救，主要负责现场紧急

处理和转运途中的监护，缺乏对疾病早期
诊治的手段和综合处置能力。”市急救医疗
中心急诊科医生文永生介绍，现在有了5G
智慧急救车，不仅完善了院前诊断手段，还
让院前与院内专科之间建立起快速有效的
衔接，可以对病人开展协同救治。

以王涛为例，在被送上5G智慧急救
车后，救护人员不再只对他进行简单地生
命体征监护，还会抽血检测相关指标，并把
心电监护数据和检测结果实时传输至院内
胸痛中心。专科医生分析数据后，给出诊
断结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立即指导院
前医师给王涛用药，并通知导管室准备手
术。当救护车到达市急救医疗中心后，不
再需要经过急诊部，而是直接送入导管室，
进行急诊介入手术。

“以前这些事情都是在医院急诊部完
成的，现在相当于把抢救室搬上了救护车，
省去了患者急诊检查和诊断的部分时间。”
文永生说。

截至目前，市急救医疗中心已配备3
辆5G智慧急救车，为心梗、脑梗、创伤等
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心梗患者接受院内治疗平均提前了
20分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也在
降低。

下一步，市急救医疗中心将向全市其
他急救网点医院推广5G智慧急救车应用
经验，构建区域协同的智慧急诊急救服务
体系，并以此为载体搭建智慧急救的产学
研用平台，推动5G技术在急诊急救领域
的进一步创新应用和发展。

身体检测数据转运途中就传到医院，使院内治疗平均提前20分钟

5G智慧急救车让心梗患者赢得生机
探 秘 身 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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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嘉智慧馆的部分墙面上有许多针状
小孔，这种微孔加工技术可减弱声波的反射。

本组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