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启动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今年已建成15个智慧园区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12
月21日从全市智慧园区工作推进会获悉，目前我市
已启动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今年已建成15
个智慧园区。

市经信委负责人介绍，我市工业园区建设自2002
年启动以来，目前集聚了全市80%以上的规模工业经
济总量，成为全市经济发展主要承载平台和活力区
域。当前，全市工业园区建设进入提档升级、创新驱动、
特色发展的新阶段，以智慧园区建设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和转型升级，成为全市园区提档升级的关键。

“下一步，全市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后，可对全市工业园区经济运行、环境保护、项目建设
等方面实行统一监测和精细化管理。”该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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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35万份生物资源数据
向社会开放共享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 董瑞丰）来自
中国科学院40个研究所73家生物资源库馆的超过
735万份生物资源数据，在中科院战略生物资源计划
支持下，已全部通过网络信息门户向社会开放共享。

记者22日从中科院战略生物资源计划推进会
上获悉，《中国科学院生物资源目录》正式发布。超
过735万份生物资源数据，包括生物标本、植物资
源、生物遗传资源、实验动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监测
网络资源，形成了完整的数据生态系统。

据统计，2020年，各个资源类型的相关资源及
数据累计支撑发表2795篇科技论文，发表118部科
研专著，支撑2336项相关科技项目，网络浏览量超
过2500万次。

市环卫集团与同济大学开展科研合作
攻关有机固废处置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12月1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环卫集团获悉，该公司与同济大学签
订科研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推进固废处置领域顶
尖科研平台建设，攻关多源有机固废处置顶尖技术
装备，组建固废处置领域顶级科研团队。

双方将共同推进固废处置领域顶尖科研平台建
设，建设“多源固废资源能源化研发中心”。该中心
主要研发生物柴油、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以及符
合标准的有机肥；共同攻关多源有机固废处置顶尖
技术装备，市环卫集团每年投入1000万元科研资
金，以项目委托方式，与同济大学共同攻关世界前沿
的多源有机固废处置顶尖技术装备及中试基地建设
及配套研究工作；共同组建固废处置领域顶级科研
团队，建立密切的人才交流和联合培养机制，定期组
织技术人员交流与实践实习。

本年度全市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十大应用案例发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记者近日从市大
数据局获悉，经单位自主申报、专家评审和综合审核
等流程，日前该局发布了2020年重庆市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大应用案例并公示。

这10大案例分别为：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基于人工智能的高速公路交通异常感知及管控
决策平台、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语音质
检系统”、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智
慧渔政AI调度系统”、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钢铁工业视觉智能应用平台”、重庆满集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大数据精准智能营销系统”、重庆百事
得大牛机器人有限公司“智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重庆康洲大数据有限公司“新药研发大数据平台”、
重庆唯美陶瓷有限公司“瓷砖成品缺陷机器视觉检
测系统”、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江小白外勤智
能访销平台”、四联优侍科技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居
家社区养老全天候智慧整合式安全监护平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12月22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15家半导体企业集
中签约入驻两江半导体产业园（重庆芯中心）。这些
企业涵盖半导体上中下全产业链，涉及材料、封测、
研发等多个领域，将为重庆“芯”产业增添助力。

比如广州中科检测，早在2018年，其西南区总
部落户水土园区，总投资超过7000万元。本次签
约入驻重庆芯中心，将新增投资1.5亿元，建设一
个集科研、检测、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
院。预计到2023年，企业年产值将突破1亿元。

重庆致贯科技是京东方材料配套供应商，主
要业务为智能显示、消费电子新材料的研发和制
造。该公司董事长苏孟波介绍，本次签约入驻后，

将新增投资1.2亿元，主要用于石墨烯、柔性材料
功能性胶带等研发与生产，打造成企业在成渝地
区的生产基地。

两江半导体产业园（重庆芯中心）由武汉东湖
高新集团和两江产业集团携手打造，也是东湖高
新集团在国内打造的首个半导体产业园，占地面
积377亩，建筑面积约44万平方米，总投资18亿
元。去年8月，产业园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预
计明年12月建成投用。本次集中签约入驻的企
业，也是重庆芯中心首批入驻的企业。预计在“十
四五”期间，园区将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及招商，布
局芯片设计、研发、封装测试到应用全产业链，预
计招商企业3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30亿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全市在建轨道
线路中，4号线二期将成为首个在轨道板生产及安
装环节使用装配式建筑的建设项目。12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4号线二期施工方中铁二局获悉，
作为轨道铁轨基座的轨道板将通过预制生产，缩短
生产周期并提高质量。

4号线二期轨道板预制场位于两江新区鱼复
工业园，厂区分为封闭式生产车间和存板区两个区
域，其中生产车间包括钢筋加工区、混凝土浇筑区
等12个作业区。在轨道板预制生产中，施工方采
用了自动物流配送、3D智能识别技术外观质量检
测等多项新式工艺，通过全流程智能化生产，可以
将每块轨道板的误差缩小到0.2毫米以内，且每块
轨道板外观均能够完成智能扫描并出具检测记录
及二维码。

“采用轨道板预制生产这一装配式建筑工艺，
既能提高施工环保水平，降低后期维护成本，还可
提高轨道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坐舒适性。”中铁二局
负责人表示，以前的轨道板都是在轨道铁轨铺设前
进行现场浇灌施工，投入人力多且耗时长，轨道板
预制生产则是在生产厂区内一次性完成生产、拼装
等全流程，然后将成型的轨道板运到现场直接安装
即可。

据介绍，整个4号线二期计划铺设轨道板1.81
万块，现已生产完成6000块，预计明年5月将完成
全部轨道板生产任务并进入铺设工序，确保完成4
号线二期在2022年通车的既定目标。

自动物流配送、3D智能识别技术质量检测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首用装配式建筑

12 月21 日，工人在重庆轨道交通4 号线二期
轨道板预制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12月20日,渝北区兴隆镇南天门村,重庆林业
保障性苗圃渝北基地管理人员查看楠木幼苗在智
能温室里的生长情况。该智能温室可根据苗木品
种和生长时期配制所需的不同浓度的营养液，使苗
木培育实现规模化和高效化。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市林业部门采用智
能育苗技术建成14个市级林业保障性苗圃，目前
苗圃总面积7000多亩，年培育苗木3000多万株，保
障了我市国土绿化工程和城市生态建设的需要。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重庆“芯”产业又添新动力

15家企业签约入驻
两江半导体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