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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月10日，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SAS（重庆）大数据-物
联网联合创新中心签署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数字技
术高层次人才培养、大数据国际人才认证、大数据
共性技术云平台与生命科技数字化实验室建设等
方面开展合作。

SAS于1976年创建于美国，是数据分析领域
的先行者，2006年在北京正式成立赛仕软件（北
京）有限公司，至今在全国多地设有分支机构和创
新中心，SAS（重庆）大数据-物联网联合创新中心
也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把SAS在全球产业大数
据、物联网、数字孪生及人工智能领域上的技术积
累引入重庆，并投资建设SAS（重庆）数据加工基

地，向政府机构、科研院校、行业协会、中小企业提
供全产业链的数据算力、分析和可靠的数据服务；
形成西部地区专业的产业大数据技术云平台，在
普惠金融、化工、新零售、智能制造、数字城市等应
用场景落地。

通过此次签约，双方将以重科院大数据智能
化应用示范基地为载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产
业创新基地、SAS产业大数据共性技术云平台
和生命科技数字化实验室，为全市中小微企业
提供技术支撑、研发服务、人才培训和认定服务
等精准特色服务，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创新研发
与产业制造、信息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和“5G+数
据云+AI”的数字经济新引擎，抢占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近日，重庆
交运集团发布消息，预计春运期间近七成旅客选
择公路出行。记者从重庆交运集团获悉，全市75
个联网车站自助售票全覆盖，其中主城12个长途
汽车站实现无纸乘车，旅客无需取票，仅凭身份证
就可乘坐长途班车。

据了解，目前主城共有13个长途汽车站，其中
12个长途汽车站实现无纸化检票乘车。这12个
长途站分别是重庆汽车站、重庆长途汽车站、四公
里交通换乘枢纽、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重庆北
站北广场汽车站、重庆西站汽车站、陈家坪汽车
站、双凤桥汽车站、龙洲湾汽车站、江南枢纽站、西
永交通换乘枢纽和西部新城汽车站。

为方便乘客购票，今年全市75个联网售票汽
车站，全覆盖自助售票机，累计投入近500台。如

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就有35台自助售票机，红旗
河沟则达到25台。

春运期间，旅客购票很简单：登陆官方售票网
站（www.96096kp.com）、手机客户端（愉客行）、微
信平台（愉客行重庆市公路客运售票网、小程序）
三种互联网购票方式，方便快速地查询班车信息，
并完成车票预订、在线付款。

春运期间，长途车站有哪些发车线路，具体经过
哪些站点？记者获悉，目前主城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
站、重庆北站北广场汽车站、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西
部新城客运站4个站设有“线路扫码墙”。即车站针
对本站热门线路，特别制作了线路二维码，实现“一
线一码”，旅客可以扫描对应二维码实现快速购票。

“旅客无需排队，且可多人同时扫码购票。”重
庆交运集团愉客行公司人士称。

2020年市级首批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启动申报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1
月11日从市经信委获悉，为加快推动我市工业互联
网发展，促进企业智能化升级，从即日起，我市启动
申报2020年第一批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市经信委表示，申报企业须满足条件包括，在重
庆市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申报项目为
2018年1月1日后实施，建设工期不超过24个；项
目地点在重庆市内；项目为投资网络、平台、安全相
关软硬件等。申报项目的具体试点示范方向共有8
个，分别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5G+工业互联网应
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工业互联网基础能
力建设、产业集群或区域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安全
建设试点示范、服务型制造。合规企业在2月10日
前，可向项目所在地区县经信委提出申报，由后者报
送至市经信委汇总。

市科协组织开展
2020年“梦想驿站”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1月10日，由
市文明办牵头举办的2020年“梦想驿站”志愿服务
活动在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拉开序幕。市科协组织
渝北区科协、重庆科技馆、重庆科技报等单位参与，
组织开展系列便民科技志愿服务。

志愿者现场发放了《高新科技知多少》《食品安
全》《垃圾分类应知应会手册》等科普读物500余册，
免费赠阅近期《重庆科技报》200余份。《5G时代来
了，周围的辐射量会变大吗》等一批“科普重庆”优质
科普微视频也通过梦想驿站LED大屏滚动播放。

接下来，市科协还将调配2辆科普大篷车随行参
与活动，为参观群众提供20余件小型科普展品进行
互动体验。此次梦想驿站活动将持续到2月中旬。

2019年度市级楼宇产业园
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名单出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1
月11日从市经信委获悉，经运营管理机构自愿申
报、区县审核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等流程，该委当
天发布2019年度7个市级重庆市楼宇产业园和5
个市级小企业创业基地名单。

新增的7个市级楼宇产业园包括重庆市贰厂文
创楼宇产业园、重庆市曙光两江国际楼宇产业园、重
庆市西铝精密制造楼宇产业园、重庆市渝高软件楼
宇产业园、重庆市时光城楼宇产业园、重庆市凤凰
谷楼宇产业园和重庆市桃园食品加工楼宇产业园；
5个市级小企业创业基地包括重庆市网易云小企业
创业基地、重庆市临空巨合小企业创业基地、重庆
市曙光江南小企业创业基地、重庆市尚盟小企业创
业基地、重庆市嘿牛电商小企业创业基地。

市市政设施中心引进道路修复新技术
马路维修不用再“开肠破肚”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日前，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了解到，该中心
引进道路隐蔽病害非开挖修复高聚物注浆技术，对
四公里上行右侧车道（海峡路—内环方向）进行非
开挖集中维护，仅花3天时间就完成该路段的道路
整治，比采用传统维修技术提高了至少1倍效率。
这也是内环快速路首次采用不用开挖的新型道路
修复技术。

据了解，道路隐蔽病害非开挖修复新技术主要
是对道路隐蔽病害进行实时检测，获取道路结构层
中的病害类型、位置和范围后，向路基中注射一定
配比的双组份高聚物材料。当两种材料混合后会
发生化学反应，体积迅速膨胀并形成泡沫状固体，
从而实现对地基的加固补强。这种技术不仅能有
效提高道路结构强度，实现对路面病害的快速修
复，还能避免对马路“开肠破肚”，最大限度地减少
对交通的干扰。

重科院与SAS“牵手”
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基地

主城12个长途汽车站无纸化乘车
75个联网车站自助购票

1 月 10 日，在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旅客在
“扫码墙”前，通过手机扫码相应的线路购票，只需
要几秒的时间就能轻松完成。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在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旅客通过人脸识别
进站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