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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智能化助推高质量制造业
渝北区统计局的一个数据让

渝北区经济信息委对智能化改造
有了更大的自信。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新技术
产业实现总产值791亿元，同比
增长4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累计实现利润64.48亿元，同比增
长2.3倍。

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企业，
已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高质量制造业的出现，得益
于智能化改造。”渝北区经济信息
委负责人说。

智能化改造——
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

渝北重庆嘉泰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生产汽摩配件的制造
企业。如今，这家企业的通用汽油机
缸头的生产规模已居行业之冠、亚洲
第一。

“能有这样高质量的发展，是坚
持走了智能化改造的路。”公司负责
人说，自2017年以来，公司已累计投
入2564万元进行智能化改造，不断
普及数字化装备，在生产制造、质量
检测、经营管理各环节实施了数字化

改造，已将传统手工生产线全部改造
成以数控加工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化
生产线，并逐步升级到以信息系统为
支撑的第3代智能化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给这家公司带来了
劳动效率提高6%、产品合格率提高
4%、废品损失率降低2%的效益。

渝北是制造业大区，多年来，形
成了以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为主的
制造业。但是制造业规模虽然大，但
其装备、技术等却基本上处于“传统
制造”阶段。

如何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改造是必由之路。”渝北
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在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为主的创新驱动中，区
里把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作
为重心，并从政策上、科技上进行扶
持。

渝北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智
能化改造，最高能获得50%的技改项
目补助。从2016年开始，渝北将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从每年1000多万元
提高到2亿元。近5年来，累计兑现
的扶持资金已超过了10亿元。

在强力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
化改造中，自2017年以来，渝北已累
计扶持区级技改项目192个，撬动企
业投资23亿元，使全区智能化转型
升级快速发展。根据2020年全市抽

样调查统计，渝北全区的智能制造发
展指数已达到62.2，装备数据控制化
率达到76.4%，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达到78.33%，3项数据均位列主城都
市区第一。

智能化路径——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动力

“智能化改造的这条路径，已成
为推动渝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最
大动力。”渝北区经济信息委负责人
说，如今，智能化改造已成为不少传
统制造企业的自觉行动。

重庆市郞萨家私（集团）有限公
司虽然是一家生产家具的制造企业，
却也在转型升级中投入资金进行智
能化改造，并建成生产家具的数字化
车间。

这家公司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
变化建立起的全屋家具定制数字化
生产车间，通过智能化设备，使生产
过程实现了数据的实时采集、传送、
接受、存档以及实时的数据处理和共
享。

通过数字化的运用，加快了这家

企业的转型，使人均产能提升50%、
生产效率提高 30%、合格率提高
10%、能耗降低了10%。

通过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已在渝北大量涌现，并引领
制造业走向高质量发展。到目前为
止，渝北已建成2个智能化工厂、28
个数字化车间。同时，已有27个项
目被认定为国家、市级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试点示范。并新增了光大、
云海机械等11个国家级两化融合管
理贯标企业，天实精工被评为2020
年重庆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智能化改造已大大加快了渝北
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实现高质
量、高效益的发展。

渝北再升科技公司在建成了2
个数字化车间后，推出多个新产品，
其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成为全球唯一能够同时制造
三大主要空气过滤材料的专业公司；
南方英特通过MES系统推动了生产
流程再造，实现了全过程大数据管
理、关键工序可视化管理，运营成本
下 降 了 27%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了
52.7%，产品不良率下降了15%；驰骋
汽车部件公司通过生产线的智能化

技改，大量运用机器人，使产能提高
了3倍、用工减少85%，质量合格率
由85%提高到99%。

智能化改造还使渝北的一批传
统制造企业做到了工业互联网企业
新模式的应用。

段记西服通过智能化改造，先
后独创了“段记大数据”“3D 技术
端试衣系统”“裁衣天下”个性化定
制系统，实现了段氏集团“互联网”

“数字化服务”“智能化设计”“柔性
化生产”的一体化融合；利纳玛汽
车公司采用全球总部自主研发的
设备监控系统，与车间所有的生产
设备对接，对生产设备进行运行状
态、故障状态、待料状态、生产数据
等实行监控和显示，当系统异常时
进行故障诊断并给出故障类型及
自诊断分析。

智能化的路径已成为渝北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推动力。

智能化运用——
传统制造业实现覆盖不是梦

渝北的智能化改造已开始加快

步伐。今年前7个月，渝北新增了15
个数字化车间。

“渝北的传统制造业只要能够
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将逐步实现改
造的覆盖。”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
负责人说。

今年，重庆智得热工工业有限公
司被渝北区列为培育智能制造新模
式的重点引导企业。在培育中，这家
公司要在网络远程运维领域实现“专
精特新”发展，将建设产品标准化信
息采集与控制、自动诊断、基于专家
系统的故障预测和故障索引的管理
平台，开展产品远程无人操控、工作
环境预警、运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
与自修复、产品优化等在线支持（信
息增值服务）。

今年，渝北在加快智能化改造中
出台了《渝北区智能制造发展实施方
案（2021—2023）》，将通过3年的努
力，使全区数字化装备基本普及，工
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速形成，企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快速提升，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
深入拓展。

这个实施方案还提出了具体的
目标任务：到2023年，全区规模以
上制造业企业要基本达到数字化普
及阶段，支柱行业内骨干企业基本
实现网格化集成阶段，重点领域龙
头企业初步迈入智能化探索阶段，
两化融合发展指数（智能制造发展
指数）达到 65，要建设 5 个智能工
厂、30个数字化车间，培育50个新
模式应用项目和“5G+工业互联网”
应用场景，全区企业“上云”累计超
过1500家。

今年，渝北区经济信息委将通过
智能制造专项调研，在摸清全区制造
业情况底数的基础上，重点针对35
家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诊断，启动25
家企业智能化发展规划，实施50个
智能化项目。

在未来几年内，渝北的传统
制造业实现智能化覆盖已不是
梦。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经济信

息委提供

嘉泰精密公司数字化车间

再升科技公司智能生产车间 摄/尹宏炜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构筑智慧基石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信
息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潮
流，如何更新教育理念、创
新教育模式、优化教育评
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秉持“树本砺新”核心
理念，追寻“智启未来”教
育梦想，重庆市第十八中
学(以下简称“重庆十八
中”)深入贯彻《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和教育部提
出的《教育信息化2.0行
动计划》，以智慧校园建设
与实践推动教育深层次变
革，真正向“互联网+教
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全面构建以云计算为
核心，以教学和管理数据
平台为基础的多种类应
用；一网连通三校，各子系
统相互融合，实现数据共
享；逐步实现校园信息智
能化采集与传输，智能化
处理与控制，智能化显示
与推送……随着智慧校园
建设各项工作的扎实推
进，重庆十八中学智慧校
园2.0版本已日渐丰满，
一幅“智慧”基石上生机勃
勃的教育新生态画卷已跃
然眼前。

赋能教育改革
智慧管理激活教育新生态

作为拥有70余年办学历史的
名校，重庆市第十八中学一路走来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管理经
验，建立了完善的教育教学工作评
价体系。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
入，如何在布局教育信息化、建设智
慧校园上继续与时俱进？自2016
年成为“重庆市教育信息化试点单
位”和2017年成为“重庆市智慧校
园试点单位”以来，重庆十八中高度
重视，积极组织、有序推进学校智慧
校园建设，并从更新建设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立基础设施平台、打造数
字化学习空间和完善家校互动平台
建设等方面为教学质量升级提供支
撑，促进信息技术和教学改革的深
度融合，教育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明显提升，逐步打开了智慧校园建
设的新局面。

据重庆十八中信息中心主任卿
钢介绍，学校以云平台为汇聚统合
中心，按照“网络全覆盖、资源集成、
使用普及”的总体思路，同时在组织
保障和管理制度机制保障的双重保
险下，校园信息化环境建设有力有
序有效地大步推进。

具体而言，在基础设备和环境
保障方面，学校对观音桥、铁山坪和
御龙天峰3个校区的信息化基础设
施进行升级迭代，构建起高可靠性、
高速互联互通的网络全覆盖运行环
境。此外，在平台融合建设和数据
共享方面，学校构建了“112+N”信
息平台体系，打破信息孤岛，构建智
慧教学管理平台、教学资源库、师生
海量阅读平台、家校互动平台等多
种应用。不仅如此，学校还注重未
来学校的布局，致力于打造智慧教
室、创客中心、人文/自然科学中心、
录播中心等多种数字化学习空间，
做到“人人、时时、处处”享有优质教
育资源和服务的常态化运行状态，
构造适应未来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
式。

突破时空限制
智慧教学激发课改新思路

课前，借助云平台提供的云资
源进行备课，让老师们充分体会到
了智慧教学带来的高效与减负；

课中，老师手持智能移动终端
打开云资源直接授课，将讲台延伸
至了教室各处，学生也手持终端，实
现多屏互动、多人互动、分组学习和
实时反馈，让课堂更为“精准”；

课后，老师布置与批改在线作
业，学生在线进行测评练习已成为
常态，平台自动生成的练习内容及
结果方便师生查看，辅助教师对学
生作出过程性评价；

同时，通过云技术，师生们还能
连接两个不同地域的云互动课堂，
实现同步、协同、双师制授课教学，
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

这是重庆十八中基于智慧教学
平台，通过“云+端+资源”的架构设
计，实现的“云服务、云互动、云协
同”智慧课堂模式。同时也是学校
积极为师生提供集多应用于一体的
虚拟空间教研学习工具，突破时空

限制，创造智慧学习空间的生动写
照。

终端是智慧教学的载体。课堂
上师生人手一台的智慧云终端，是
遵循教育特性，遵从教师和学生应
用需求及行为习惯的特别定制。教
师专用终端内设数字教材、内置备
课平台、互动教学软件及学科工具，
支持教师备课、教学及与家长沟通
等教学活动，还对接教师研修平台，
满足教师专业水平发展培训；学生
专用终端除内置数字教材外，更汇

聚众多优质学习资源，并预置了丰
富教育应用，贯穿课前、课中、课后
学习场景。

课程是智慧教学的核心。重庆
十八中探索已久的“四T课程”体系
也充分利用大数据做支撑，将数字
化学习空间与课程相融合，让内容
匹配更精准、课程体系更科学、课堂
内涵更丰富、未来特征更明显，全面
提升了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也不断
提高了学校教师队伍整体应用信息
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立足现状、着眼未来，正如校长
罗丞所说，“我们不能改造未来，但
是我们可以站在眺望未来的最前沿
给予孩子一些助力。”如今，重庆十
八中正聚焦打造未来校园、推动未
来管理、培养未来教师、探索未来课
程、建构未来课堂、培养未来学生6
个维度，构建多样化、无边界的智慧
教育体系。据介绍，目前学校大数
据建设已初具雏形。未来，学校将
依托在现有信息化基础环境和基础
数据平台，基于人脸识别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拓展走班选课、校园移动
支付、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等应用，
并结合前期数据的积累，建立大数
据分析，形成智慧教学、智慧管理，
达成“智慧校园”全面应用，为全校
师生乃至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赋
能添彩。

谭茭 李琪
图片由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提供

今年 3 月，重庆
十八中初 2023 届 18
班廖曼伊的爸爸廖
品元应邀为铁山坪
校区初一年级的孩
子们带来了一场主
题为“智慧校园——
从学生角度憧憬美
好 未 来 ”的 科 技 讲
座。100 分钟的讲座
是一场家校、师生间
关于智慧校园的深
入交流，同时也拉开
了“榜样的力量——
青春伴我成长”家校
互动系列活动的序
幕。

家 校 互 动 是 完
善智慧校园建设发
展，提升学校教育管
理 水 平 的 重 要 一
步。重庆十八中将
智慧校园的触角延
伸至家庭，智慧合力
共育学生成长。

为实现家校互动、移动办公、移
动校务、综合素质评价、视频会议、直
播、校园支付等相关应用，重庆十八
中基于微信企业号，建立起集多种校
园服务于一体的家校互动平台。通
过这一平台，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报
表、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推送给家
长，实现双向信息交流；家长和老师
在平台中分享内容，共同进步，形成
教育“合力”。此外，平台还增加移动
端校务管理应用，实现走班选课管
理、流程管理、成绩管理、出入管理等
应用，实现高效的移动教育管理。

“平台真方便，拉近了学校与家
长的距离。”“通过平台，让我们可以
很直观地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不管
好与不好，都能及时与孩子、与老师
进行沟通。”家长们的一致好评，从侧
面反映出重庆十八中智慧校园建设
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也让学校“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中心构建中学智慧
校园”的前行步伐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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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特色：学校实现了1张网连通三校区、1个大数据云计算
中心、桌面和移动双平台以及多种智慧应用的“112+N”教育信息化
体系，覆盖教学、家校、办公、宣传、数据和安防六大场景的一体化智
慧校园。

相关荣誉：学校先后获评“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
试点单位”“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示范项目”“重庆市教育信息
化示范学校”“重庆市智慧校园建设示范校”“重庆市教育信息化先
进单位”“智能江北十大大数据智能化优秀应用案例”等。

智慧校园——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智慧名片

技术赋能管理 平台支撑教学 互动促进融合

重庆十八中“未来教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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