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程茵芷）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再加码！日前，记者从重庆高新区
经济工作会上了解到，重庆首个重大
科学基础设施——超瞬态实验装置预
计年内在科学城开工建设。

超瞬态实验装置由重庆大学建设，
建筑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该装置将
集成同步辐射光源和超瞬态电子显微，

利用X光和电子的互补性，在空间尺度
上实现从埃到米、时间尺度上从飞秒到
秒的覆盖，以满足超瞬态研究的需求。

作为肩负原始创新重任的“科学
重器”，该装置将面向经济主战场，建
设3.0 GeV直线加速器，0.5 GeV和
3.0 GeV储存环，8条X光线站以及5
个电子探针平台，服务先进制造、先进
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中

的核心科学问题。
为加速超瞬态实验装置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落地建设，2020年4
月，市政府专门成立了超瞬态实验装
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相关工作，
解决项目前期培育以及建设过程中人
才、资金、用地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据悉，目前重庆高新区已完成超瞬
态实验装置项目一期用地征地工作及

划拨审批手续，正在协助重庆大学尽快
完成方案设计，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已经签约落
户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中科院重庆科
学中心，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开工建
设。重庆高新区今年还力争长江上游
种质创制大科学装置等项目启动建
设，中国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中心、北
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投入运行。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未来，数字化和工业化将成为重庆建
筑业的主要特点。1月12日，记者从
市住房城乡建委获悉，市住房城乡建
委日前出台关于推进智能建造的实施
意见。

实施意见要求，以工程项目建设
各环节数字化为基础，以大力发展建
筑工业化为载体，以大数据智能化技
术在工程建造全过程应用为抓手，形
成涵盖设计、生产、施工、验收、运营等
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
系，促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

到 2021 年底，全市建成智能建
造管理平台和建筑业数据中心，培育

建筑业互联网平台2个以上，发展智
能建造专业软件 10个以上，试点数
字化建造项目100个以上，实施建筑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项目1500万平
方米以上，初步建立智能建造模式和
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标准体系、
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智能建造产业生
态，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建筑产业链
条。

到2022年底，全市30%以上工程
项目采用数字化建造模式，30%以上的
建筑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到2025年，全市工程项目全面采
用数字化建造模式，建筑业企业全面
实现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智能建造

龙头企业。
为此，我市将进一步拓展“智慧工

地”实施应用，对施工现场质量、安全、
造价、人员、设备、建造过程等智能化
应用水平开展分级评价，推进物联网、
BIM（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和电子签
名签章等技术的融合应用。从2021年
起，全市新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应建设一星级“智慧工地”，主
城都市区新建政府投资项目应建设二
星级及以上“智慧工地”，鼓励创建三
星级“智慧工地”。

为引导和鼓励参建各方推进实施
智能建造，实施意见要求，对工程项目
数字化建造试点项目、三星级“智慧工

地”项目在信用评价、评奖评优等方面
给予支持，予以表彰；对实施工程项目
数字化建造试点或三星级“智慧工地”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项目资本金监
管和预售资金首付款监管方面给予支
持。对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实施工程
项目数字化建造试点或三星级“智慧
工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商品住房
备案价格指导时，考虑其增量成本；拟
预售房屋为八层及以下的、已建房屋
建筑面积达到规划批准的拟建房屋建
筑面积2/3以上，拟预售房屋为九层及
以上的、已建房屋建筑面积达到规划
批准的拟建房屋建筑面积1/3以上，可
申请办理预售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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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商奎：

重庆高新区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
加快建设“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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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设施改造、农产品安全追溯、“软”设施升级——

重庆传统农贸市场的智慧“三变”

2025年重庆所有工程项目将采用数字化建造模式

西部科学城再添“科学重器”
重庆首个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超瞬态实验装置年内开工建设

1 月 12 日，重庆市
快速路二横线礼嘉嘉
陵江大桥进入最后阶
段的合龙施工，有望年
内建成通车。该项目
建 成 后 ，将 西 接 渝 蓉
高速、东连渝宜高速，
为大学城隧道减压，为
高家花园大桥、双碑大
桥分流，完善我市快速
路网体系，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