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将新建两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 陈晨）法国总理卡斯泰
14日宣布，启动在地中海沿岸建设两座漂浮式海上
风电场的招标程序。风电场项目预计将于2023年
定标，2030年前投入使用。

这两座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均为250兆瓦，附
近还将分别建设500兆瓦装机容量的扩建项目，总
发电量将可满足约290万居民用电。

公报说，这两座风电场分别确定在奥德省纳尔
博纳区附近海域和罗讷河口省滨海福斯市附近海
域，法国政府正在进行相关环境评估，特别是罗讷河
口省滨海福斯市附近海域风电场项目对海湾候鸟的
影响。

根据“法国2030”计划，法国将投入3亿欧元专
项资金用于发展漂浮式海上风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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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津区白沙镇行政服务中心24小时政
务服务自助区，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前来办事的市
民使用智能存取文件柜。

据了解，江津区白沙镇“构建简约高效体制，
提升乡镇治理能力”入选“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
创新典型案例”名单。白沙镇自主研发设计的智

能存取文件柜，则是该案例中的一大亮点。这款
结合日常办理高频事项，为群众量身打造的智能
机柜，具备互联网收发件、短信验证码通知、用户
身份验证、扫描打印等功能。办事人可以选择任
何时间段到自助区完成相关程序，真正实现24小
时政务服务“不打烊”。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我国科学家为补全大豆基因组
提供重要“拼图”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萧海川）经长期攻关，
山东农业大学张大健课题组在大豆基因组研究领域
取得新成果。团队挖掘大豆基因组的结构变异，拓
宽分子育种可利用的基因资源，为大豆种质创新提
供理论支撑。相关研究论文15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植物》。

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选取了5个具有代表性
的Glycine亚属品种和1个自然形成的异源四倍体
多年生大豆，经组装后获得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
考基因组，成功构建Glycine亚属泛基因组，鉴定出
10.9万余个的非冗余基因位点，还鉴定出183个大
片段基因组结构变异。这些变异影响着作物开花时
间、抗病性、抗逆性等重要特征，未来对其解析研究
将有助于改良大豆品种。

重庆公示新一批
金融科技创新应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陈星)日前，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对外公示新一批金融科技创新
应用。

此次公示的创新应用为重庆银行申报的“基于
量子安全技术的移动普惠信贷服务”。该应用综合
运用量子安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构建移动普
惠信贷服务系统，辅助客户经理更加安全地通过移
动终端线下采集、传输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申请资
料。同时，在充分保障客户权益和信息安全的基础
上，综合应用外部征信、税务数据等信息评估小微企
业信贷融资风险，为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高效
的信贷服务，提高客户金融服务满意度。

据悉，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重庆先后推出了3
批逾10个金融科技创新应用项目。这些创新应用
涉及商业银行、清算机构、认证机构、科技公司等多
元主体，涵盖企业融资、权益保护、合规科技等多种
应用场景。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实习生 李
兰馨）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冶赛迪）携
手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称欧冶链金）
打造的国内首个废钢智能工厂系统，近日在国内
最大的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基地——安徽省马鞍
山市宝武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慈湖江边
中心基地发布。这标志着国内首个废钢智能工
厂正式投用，让基地作业效率提升20%以上。

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介绍，废钢智能工厂系
统聚焦废钢生产、仓储、运输、设备、安全、数字化
等领域，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
生产标准化水平和运营效率。

比如，废钢在生产厂房内主要依赖货车进行
运输，如何减少车辆等待时间、提高运输效率至
关重要。项目开发的智慧物流系统通过车辆自

动识别、智能跟踪、无人计量、动态预检、智能调
度，实现了车辆在全厂区范围内的全方位、无死
角管控，大幅缩短了车辆等待时间。系统上线
后，基地物流运转效率提升30%，作业人员减少
12人。

再如，废钢质检是废钢回收利用的重要环
节。项目开发的辅助检判系统可对废钢质检过
程进行跟踪和监控，实现各环节质量可追溯，为
废钢质量检验的公平性、公正性提供技术保证。
系统应用后，质检准确率达到99.18%，减少质检
损失5元/吨。

据悉，该系统在宝武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慈湖江边中心基地上线以来，让基地作业效
率提升20%以上，预检、计量环节单次作业时间
减少10分钟以上，最大发运量提升20%。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近日，在巴
南区二圣镇集体村，由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打
造的“电力驿站”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全市首个
数智化乡村“电力驿站”。

集体村“电力驿站”设有业务咨询办理、乡村
智慧能源监控平台、多功能服务三大功能区。负
责“电力驿站”的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网格经
理黄诗吉每周定时驻点办公，为二圣镇集体村的
1071户客户提供一站式电力服务，实现办电不出
村社，通过“网格化”模式打通农村供电服务“最
后100米”。

“乡村智慧能源监控平台以入户电表作为前
端信息收集器，将数据传回‘电力驿站’后，通过
智能分析，能精准实现故障预警，支撑网格经理
开展主动抢修。”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营销部
副主任杨德祥介绍，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定制

“乡村电气化指数看板”，从“发展”“宜居”“宜商”
“宜工”“宜农”五个维度展示乡村电气化水平，从
电力大数据角度展现集体村乡村振兴建设成效；

实现“乡村旅游+经济作物种植+民宿农家乐+个
体小商业+居民”五位一体的用能监控，形成用户
用电行为画像，可辅助政府职能部门在疫情防
控、留守老人照料、农业生产、绿色出行等方面开
展分析决策。

“现在我们的电很充足，还有两间全电民宿客
房。”云林间民宿老板梁荣介绍，2021年底，他向黄
诗吉反映了民宿高峰时段电压不足的问题。黄诗
吉把这一问题带回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经现场核
实，现有变压器容量不能满足民宿扩建用电需求，
公司立即组织新安装一台400千伏安公用变压器，
新立电杆37基，新架线路2.1公里，建成大山堡标
准化台区，保障民宿用电不受局限。

近年来，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投资350万
元，为集体村新增400千伏安，配变增容300千伏
安，户均配电容量达2.5千伏安；改造低压台区6
台，低压线路 3.15 公里，将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9%以上，完善了网架结构，建设出比肩城网
的新型乡村电网，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首个
数智化乡村“电力驿站”投运

渝企打造出国内首个废钢智能工厂
作业效率提升20%以上（上接01版）

在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链现代化提升、重点产品应用
推广和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措施》提出将通过加快重
点产业链建设、支持先进制造平台建设、支持合同研发
生产组织和合同加工外包组织发展，以此补齐供应链短
板，并通过支持创新产品应用、加强医保体系对创新产
品应用支撑等，实现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特色化发展。

另外，在健全生物医药产业服务体系和提升服务水
平方面，《措施》提出将在行业培训指导、检验检测和金
融支持等多个方面，由市药监、科技、经信、金融监管等
多个市级部门各司其职提供相关扶持。在人才培养方
面，《措施》特别提出，将引导市内科研院校扩大生物医
药类本科与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规模，形成环重大、环西
大、环陆军医大、环重医的人才协同培养圈，支持企业建
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提高生物医药产业人才供给规模
和质量，并通过组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专家联合会，加
快引进一批生物医药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