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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白麟

5月18至21日，为期4天的第五届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成功举
办。本届西洽会共举办招商推介、投资
洽谈、考察对接等活动24场，借助这些
活动，集中签约重大项目88个，合同投
资额超2907亿元。其中，签约央企投资
项目45个、合同投资额1626亿元，涵盖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能源开发等领
域，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引来源
源不断的“活水”。

据介绍，本届西洽会签约项目能级
大、投资主体强，实现全市各区县、开发
开放区全覆盖，签约10亿元以上项目56
个，占总签约项目数的66.7%。其中，
100亿级项目6个、50亿级项目16个、
10亿级项目34个。单个项目平均投资

额34.0亿元，较前四届西洽会平均投资
额高出8.4亿元。

此外，央企投资项目有45个，合同
投资额达到1626.35亿元，占比56.9%。

依托重庆现有产业或资源、政策优
势，注重建链、补链、强链、延链，着力向
高新技术、新“赛道”和高质量发展模式
拓展，打造发展新引擎，是此次签约项目
的又一个特征。

此次央企投资项目主要涵盖共建先
进制造业集群、携手打造西部数字经济
产业高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共建西部
陆海新通道等内容。而非央企投资项
目，则重点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
进材料、智能装备、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
产业方向。

在制造业核心领域，綦江签约的轻
量化生产基地项目涉及汽车零部件深加

工线12条、自动化焊接线20条、配备先
进CNC机床及其它深加工自动化机床，
利用先进生产工艺，可年产汽车及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500万套。

在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中粮粮谷投
资有限公司在涪陵布局80万吨粮食智
能化加工基地项目；江北区签约的中电
和瑞总部项目，将充分发挥完全自主研
发的综合自动化软件平台和综合监控系
统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轨道交通综合
监控项目。

在循环经济领域，西南铝集团拟新
建20万吨循环经济项目包括年产17万
吨再生铝和年处理3万吨铝灰渣资源化
综合利用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4亿元，
达产后实现年营业收入27.42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本次签约既注重招商
也注重选商，涉及能源领域的项目数量较

多、投资额较大，呈现“绿色招商”的特点。
例如，中国广核集团在南川布局的

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计划投资
53.5亿元，在南川工业园区水江组团建
设700兆瓦燃气发电、100兆瓦/200兆
瓦时储能项目；在南川中医药园区建设
分布式能源项目；在太平场镇、乾丰镇区
域建设200兆瓦风力发电、100兆瓦光伏
发电，建设200MW/400兆瓦时集中式
储能电站等项目，总投资达53.5亿元。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20亿千瓦时，每
年实现产值约13亿元。

国家电投重庆公司与合川区合作开
展能源绿色发展项目，总投资达104亿
元；大唐江津燃机项目将建成2台500兆
瓦等级9F级蒸汽燃气联合循环发电机
组；国家管网集团将在江北区布局，加快
川气东送二期工程建设进度。

88个项目“揽金”2907亿元

西洽会为重庆高质量发展引来“活水”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坐在飞行驾驶模拟舱里，尝试让一
辆飞机顺利降落；带着VR眼镜，在虚拟
博物馆里观赏自己收集的珍品；大屏幕
上，一座智能工厂的实时数据呈现你的
眼前……

5月20日，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下称西洽会）迎来了休息
日，大量市民涌入现场，参观、体验数字
技术和数字化展品。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元素大
量增加，是今年西洽会的鲜明特点之
一。甚至连西洽会首次设置的年度主题
——“数字化引领内陆开放创新发展”，
也与数字化紧密相关。

“建设数字重庆是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的关键变量，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突破性抓手。”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西洽会聚焦数字化，是为了顺应全
球发展趋势，让广大观众感受数字化给
产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将数
字化刻入重庆高质量发展“基因”中。

智能产业
数字化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效果清晰可见

西洽会年年展出“重庆造”汽车。但
是，与往年不同，今年西洽会所展示的

“重庆造”汽车，几乎都是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

作为重庆汽车龙头品牌，长安汽车
是西洽会上的常客。去年的西洽会，长
安汽车还展出了燃油车车型；而今年，长
安汽车所展示的4款车均为智能网联新
能源车型。

展出车型的变化，折射出重庆汽车

产业正抢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机
遇、加速转型升级的趋势。

“燃油汽车主要是机械模块，智能网
联汽车则更多依靠电子元件和数据平台
来控制全局。”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实现这种变化，数字化技术不可或
缺。为此，长安汽车于2022年底宣布启
动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明确研发数字
化、制造数字化、数字化底座等6项重点
任务。

汽车产业，只是数字化推动重庆产
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从今年西洽会
上展出的内容来看，数字化正推动我市
众多支柱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涉足“新领域”，迈向“新赛道”。

比如电子信息行业。西部（重庆）科
学城展示了与华为合作建立的鲲鹏计算
产业生态重庆中心的相关情况。该中心
旨在打造全国领先的信息技术产业，为
重庆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底座。目前，
该中心已吸引55家企业入驻，服务生态
伙伴1000余家，组织培训上万人次。

再如装备制造。忽米网展示了数字
孪生+工业元宇宙“智慧产线”：戴上VR
头盔，就能“瞬间移动”到生产线现场，身
临其境般看到发动机生产线的实时生产
状况和生产数据，从而实现对生产和设
备状态进行全天候监控和预警，为企业
生产管理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智慧生活
众多数字化技术，已融入

市民的衣食住行

数字化不仅能赋能产业，还融入市
民的衣食住行，为生活添彩。

在巴南展台，一个造型跟血压测量
仪类似的产品引来很多市民体验和咨
询。这其实是一个“上肢康复机器人”。

“‘上肢康复机器人’主要用于对上
肢进行康复训练，不仅能对手臂部分进
行训练，也能对手指各关节进行精准训
练。”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道，该机器人可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主动或被动
训练方式，并融入了智能化和游戏化，让
患者在娱乐中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

本届西洽会上，像“上肢康复机器
人”这样带有数字化元素，又与市民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的展品很多。

璧山展台展示了一个“名太医”数智
中医馆，市民在线问诊，就能获取相应的
处方等治疗方案。据了解，“名太医”数
智中医馆致力于打造智慧中医新模式，
为市民提供线下首诊、线上复诊、疑难会
诊、中央药房、全国配送等全链服务。

N6的大健康展馆中，立信数据带来
了一个智慧居家养老系统。该系统通过
移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了辖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多种资源，为老人
提供一站式、精准化、个性化服务。“这个
系统已经运用在渝北区仙桃街道。”展台
工作人说。

还有一些难以直接展示实物，但同
样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化技
术，相关单位、企业通过文字、图片等方
式向大众介绍。

比如，重庆环卫集团以文图形式展
出了用于日常垃圾处理的智慧化网络物
流系统。其中，像垃圾全生命周期管理
板块，就使用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区县亮点
展台成“赛马场”，各区县

开发区比拼数字化成果

19日下午4点，两位市民到永川展
台参观。或许是逛得有些累，其中一位

突然打了个哈欠。这一细节被前方的摄
像头捕捉到后，几乎在同一时间，监控显
示屏幕中的虚拟女性角色做出了同样的
动作，让人忍俊不禁。

“这是我们的AI实时动作捕捉技
术。”参展企业天海灵境工作人员笑着介
绍。

类似的稀罕“宝贝”出现在众多展
台。

一位市民来到九龙坡展台，玩上了
连偶科技提供的AR眼镜。“呀，展台怎
么着火了？这边怎么又有一个苗族人？”
这位市民连连惊呼。

记者通过效果显示屏幕发现，他所
说的“着火”和“苗族人”，都是虚拟技术
投射在AR眼镜上的影像。

在今年的西洽会区县开发区展台，
类似的数字化产品不胜枚举——

两江新区展台上，重庆智能机器人
研究院展出了机器人智能写绘协同技
术，该系统由6轴机器人、视觉识别系统
以及在线智能编程软件组成，市民只需
要站在机器人旁边，“咔嚓”一声后，系统
就会开始自动绘制人像，在3分钟内完
成。

渝北展台有北斗智联、物奇科技、钜
芯视觉等10余家高新科技企业“助阵”，
众多高新技术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其
中，智能手机、4G互联导航记录仪、智能
座舱、智能芯片、工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
系统等，引人注目。

沙坪坝展馆内展示的问界M7新能
源汽车，更是吸人眼球。作为华为、赛力
斯联合研发的车型，问界M7是首款搭
载华为鸿蒙座舱的车型，全车也是华为
深度参与研发制造……

一个个区县开发区将数字化发展成
绩，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成果放进展台，
大有把西洽会展台当成“赛马场”之势。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元素大量增加

从西洽会看重庆发展的“数字基因”

5月19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市民正在展馆参观科技产品，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
重庆日报记者 苏思 摄

5月19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市民正在展馆
参观高端装备模型。 重庆日报记者 苏思 摄

5月18日，西洽会现场，市民正在体验飞行模
拟舱。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2022年国内智能手机
出货量达 2.64 亿部
其中2.6亿部手机支持北斗功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宋晨）近日记者获悉，
2022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64亿部，其中2.6亿部手机支
持北斗功能，占比约98.5％。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的《2023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2年，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5007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6.76％。其中，由卫星导航应用和服务所衍生带动形成的关
联产值同比增长7.54％，达3480亿元。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介绍，百度地图与高
德地图先后宣布正式切换为北斗优先定位，北斗定位服务日
均使用量已超过3600亿次。

我国血友病基因治疗
取得新进展

据新华社天津5月18日电（记者 张建新）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张磊教授团队
开展的肝脏靶向腺相关病毒（AAV）载体血友病基因治疗，目
前通过对近50例血友病患者的治疗，取得显著成效。

近期举办的2023血液与再生医学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张磊介绍，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凝血
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患者会终身伴有凝血功能障碍，皮
肤、关节、肌肉、黏膜、内脏等都有可能发生反复自发性出血，
致残率高，严重影响正常的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因此又被
称为“玻璃人”。

张磊说，血友病的常规治疗方法是注射凝血因子，重型病
人一周需要治疗两到三次，且需要终身治疗，治疗费用高昂，
不但影响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据介绍，张磊团队在2019年启动了亚洲首个以肝脏靶向
AAV为载体的血友病B基因治疗临床研究，纳入了10例重
型/中重型的血友病B患者。在接受基因治疗后，绝大部分患
者均无任何过度出血，也无需再输注凝血因子。

我国科学家发现
火星北部曾经存在海洋

据新华社武汉5月18日电（记者 李伟）记者18日从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获悉，该校地球科学学院肖龙教授领衔的
联合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析“祝融号”火星车搭载的多光谱
相机获取的科学数据，首次在火星表面发现海洋沉积岩的岩
石学证据，证明了火星北部曾经存在海洋。

过去的研究已证明，早期火星曾存在大量液态水，并通过
地貌分析和数值模拟提出过古海洋假说，但是缺少探测数据
的支持。因此，火星北部平原是否存在过海洋一直存在争议。

本研究中的观测结果成为支持火星北部平原古海洋存
在的直接性原位探测证据。“祝融号”着陆点的位置也表明，
观察到的沉积构造可能形成于北部平原古海洋的海退过程
中。18日，相关研究成果在权威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
在线发表。

全球首个5G异网漫游
试商用正式启动

据新华社合肥5月17日电（记者 胡锐 高亢）记者17日
从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2023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
上了解到，全球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正式启动。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组织协调，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在大会上联合宣布在新疆正式启动全球
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5G异网漫游是指当所属运营商无
5G网络覆盖时，用户可接入其他运营商的5G网络，继续使用
5G服务。

据悉，工信部持续推进5G网络覆盖，提升5G服务能力，
创新构建标准体系，组织四家基础电信企业开展5G异网漫
游工作。四家基础电信企业认真履行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
设使命责任，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强大合力、突破技术瓶颈，进
一步提升共建共享水平，先后完成实验室测试、外场验证和现
网试点，验证5G异网漫游业务能力和商用可行性。

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稳妥推动5G异网漫游试商用，进
一步巩固提升我国5G网络服务能力，更好地为生产、生活和
治理方式提质降本增效贡献力量。

2023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由工信部、安徽省人民
政府主办，主题为“时代新征程·历史新起点·行业新使命”。

我国南海发现两处古代沉船
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已布放

据新华社三亚5月21日电 （记者 施雨岑 周慧敏）国
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21日在海南三亚发布我国深海
考古工作近期取得的重大进展。2022年10月，在我国南海
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沉船水下
永久测绘基点已于今年5月20日布放，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
和影像记录，开启了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据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介绍，其中一处定名为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有多个疑似被船舱分隔开的成堆文
物，最大高度达3米多，文物以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
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
德年间。另一处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发现大量原
木，尺寸相近、码放整齐，大多经过简单加工，初步研判是从海
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初步判断为明代弘治年间。

“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具有
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
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闫亚林说。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表示，两处沉船一处
船货以外销的瓷器为主，一处船货以从海外输入的木材为
主。两处沉船年代相近，相距仅10多海里。这是我国首次在
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
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有助于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
的双向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