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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成7000多处
智能化地灾监测预警点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谢轲）日前，记者从2021年全市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电视电话会上获悉，全市已建成7000多处智能化地
灾监测预警点，可依靠技术手段，实现对地质灾害的
智能化精准预警。

地质灾害常具有隐蔽性、潜伏性、突发性等特
征，设置在7000多处预警点的地灾技防设备，结合
我市的“四重网格化”监测预警体系，能更好地发
挥预警作用。

今年我市还将在綦江、武隆、巫山试点推行地灾
“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即同时加强隐患点精准监
测和风险区内地灾易发部位、人口居住区周边的巡
查监测，将监测管理范围从“点”扩大到“面”，起到加
强主动预防的作用。

渝企自主研发出闪烁晶体材料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西部
（重庆）科学城发布消息，中国电科重庆声光电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出闪烁晶体材料，打破国外在这一领
域的技术封锁，将促进我国在医疗、安检、高能物理
等领域的发展。

闪烁晶体是指能将X、伽玛射线或带电粒子，转
化成紫外或可见光光子而发出闪光的晶体。这一技
术在高端X射线安检机、医疗设备中发挥着核心零
部件的作用，此前我国X光机、CT机等医疗及安检
设备，其核心零部件主要从日本的日立、三菱等公司
进口。

据介绍，重庆声光电历时数年，开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最新一代闪烁晶体材料，在晶体生长、性
能表征、加工和组件制作等领域均有良好的技术研
发，并成功实现4英寸快衰减Ce：LYSO闪烁晶体材
料的批量生产。

“重庆智造”亮相上交会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
起源）日前，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
易会在上海正式开幕。重庆组织了25家企业参加，
向世界展示重庆技术。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重庆展台位于上交会省
市综合主题展区。展台用视频、图文等方式，展示了
重庆在工程设计、生物医药以及数字化和创新技术
等领域的优势，还有5家代表企业现场布置技术实
物展。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上交会为全球
技术先进型企业提供了技术展示、交流、贸易的平
台。下一步，重庆将加大力度，扶持和鼓励技术先进
型企业做大做强，推进技术贸易高质量发展，全面提
升“重庆智造”国际影响力。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日前，由
比亚迪集团历时7年研发建设的云巴示范线在重
庆市璧山区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搭载全自动无
人驾驶系统，总投资18亿元，正线全长15.4公里，
共设车站15座。这条线路的开通运行，填补了中
小运量轨道交通运输制式的空白。

这条示范线路起点位于璧山高铁站，终点位
于重庆地铁1号线璧山站，沿途经过儿童公园站、
东岳公园站、秀湖公园站等，站点均为高架车站，
几乎途经璧山城区所有公园。

记者在璧山高铁站一旁的云巴“成渝高铁站”
看到，迎面驶来的云巴采用了黑白混搭的经典搭
配，外观呆萌可爱。该项目搭载了全自动无人驾
驶系统，车厢内没有驾驶员，只有安全引导人员。
目前，比亚迪云巴单程票价为起步两元，全程票价
四元；早上7点发车，晚上10点36分收班，共15
辆云巴车辆投入运营。

重庆云巴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梁
利仲介绍，比亚迪云巴示范线项目于2019年8月

正式开工建设，2020年9月开始试运行。云巴车
厢高3.4米，宽2.4米，单节车厢长8.3米，每节车厢
可最多容纳70名乘客。目前开通的首发列车只设
2节编组，可容纳140名乘客。最大运力为搭4节
编组车厢，最多可搭载280名乘客。从起点站运行
到终点站，约需要40分钟。后期根据客流情况会
适当提速，最高运行速度可达80公里/小时。

梁利仲介绍，云巴是比亚迪集团打造的立体
智能交通系统，具有100%自主知识产权。云巴
具有转弯半径小（最小半径仅为15米），爬坡能力
强（最大可达12%）、噪音低、振动小、安全性高、敷
设方式灵活等优点，每小时运能0.6-1.0万人，与
传统的轨道交通相比具有建设成本低、建造周期
短等优势，能为乘客提供更智能、舒适、便捷的出
行体验。

据了解，璧山是比亚迪全球首条无人驾驶云
巴的开通地。未来，比亚迪将在重庆形成集云巴
车辆、道岔、轨道梁、通讯信号的研发、生产、销售、
运营为一体的云巴产业链。

填补小运量轨道交通空白

全球首条无人驾驶
“云巴”在璧山开通

4月16日上午，全球首条无人驾驶云巴在璧山开通。重庆云巴示范线总投资18亿元，起点位于璧山
高铁站，终点位于重庆地铁1号线璧山站，正线全长15.4公里，共设车站15座，均为高架车站。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上接01版）
做得见行见效。努力克服工学矛盾，有效把

“学”与“做”紧密贯通起来，把筹备开展科技咨询
服务活动、助力建功碳达峰碳中和等系列举措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实践，有力有效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促进
改革、服务群众的实效，实现“两不误、两促进”的
良好效果。

专题读书班学员纷纷表示，参加这次专题读
书班收获很大、受益匪浅，达到了思想再充电、精
神再补钙、工作再加油的目的，一定把这次学习
的好学风、好作风带入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之
中，为推动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精神力
量。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题读书班的
结业，是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新
起点。科协系统党员干部要在学史中进一步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理，系统掌

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在学史中进一步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信，深刻
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历史自觉，筑牢
信仰之基，保持战略定力，更好团结引领科技工作
者坚定信心听党话、坚决不移跟党走。要在学史
中进一步崇共产党人之德，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员干部要“立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的重要论述，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把党的
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传承好、弘扬好，鼓起迈进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要在学史中进一步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行，不断提高适应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能力
和水平，全力做好推动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助
推全市高质量发展两篇大文章，以实际行动推动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100周年。

市科协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结业

5 名科技特派员荣获
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上接01版）重庆以区县为单位，以科技特派员为参与主
体，建立了产业扶贫技术专家组，同时支持涉农院校和科
研院所组建产业扶贫技术队伍，重点为贫困村、贫困户提
供技术服务。目前已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包含“三区”
科技人才）5.5万人次，引进推广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
9500余项，培训农民34万人次，培育农业科技企业、合作
社8200余家，助推8.2万贫困户、1100余个贫困村实现
脱贫。

下一步，市科技局将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继
续加大科技特派员的选派力度、拓展科技特派员的选派范
围，探索选派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乡村治理、文化教育、卫
生健康、生态环境、农资经营、品牌咨询等更广领域的科技
特派员，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