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李梦妮
投稿邮箱 306732878@qq.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莎

8月15日，记者走进江北区寸滩
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首先看见的
便是一块LED屏幕，上面是寸滩街道
小区智治平台的系列重要信息。

平台汇聚了人、地、物、事、组织
等信息 71万余条，寸滩街道 9个社
区、30个小区的相关数据上网入图，
实现多维度“人口画像”，治理力量对
应匹配。

为解决痛点提供了一个全
新方案

寸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中举认
为，解决基层智治痛点，首先要从数据
入手。

今年初，寸滩街道动员社区干部、
网格员深入30个小区采集数据，并于
5月迭代升级小区智治应用场景，通过

“寸滩家园”微信小程序为辖区小区业
主服务。该应用分十大板块、39个分

项，融合综合管理、公共服务、治安防
控、社区党建等工作。运用3个月来，
已集纳包括小区、楼栋等各类信息71
万余条。

在庞大数据底座支撑下，寸滩街
道通过后台筛选出低保对象、高龄老
人等九类重点人群，提供精准服务。

小区智治平台还为创新基层治理
提供了新路径。张中举介绍，前期调
研发现，小区矛盾大多来源于重大事
件决策难。

着眼于此，小区智治平台提供了
一个更快、更透明、可溯源的解决方
案：凡有重大决策，社区、业委会通过
后台发起投票表决，居民完成投票，法
定比例的业主同意后，即可决定开展
相关工作。

此外，小区居民均可通过“寸滩家
园”查询表决记录和投票结果。

通过网络决策解决小区问
题120余件

7月初，相关部门发现鲁能星城八
街区小区存在消防隐患，小区物业决
定对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需要动用小区大修基金。头
塘社区为此联合物业在“寸滩家园”上
发布告知书，并推送信息请广大居民
积极参与、监督。

半个月内，头塘社区收到业主88
条意见建议，社区联合物业一一回复。

7月底，八街区小区业主召开第一
次消防改造推进会。目前，改造方案
在进一步优化中。

“这件事放在以前，不晓得要拖
好久、吵好多场架。”全程关注此事
的业主邓霞说，这次改造的每一步
都在“寸滩家园”上公示了，全程接
受居民监督。更重要的是，经过大
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改造项目整
体报价有望从最初的140万元降到
80万元。

记者了解到，智治平台投用三个
月来，寸滩街道已通过网络决策解决
小区问题 120 余件，居民参与率从
18%攀升至60%。

1元钱的公共收支也要在平
台上公布

8月15日，寸滩街道保税商圈社

区吉安园小区道路白改黑进入施工阶
段。这次改造工程的经费来自小区公
共收益，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

“公共收益账目不公开、不透明，
往往成为小区物业纠纷导火索之一。”
张中举介绍，建立小区智治平台时，寸
滩街道就要求30个小区的公共收支，
哪怕是1元钱，也必须按月在“寸滩家
园”上公布。

“你看，收到摊位租金1000元，支
出广告打印费373.2元……小区公共
收益、支出清清楚楚，我们算是首次摸
清了‘家底’。”吉安园小区业主刘先生
说，不仅如此，业主们还根据收支、结
余向物业提出安装小区健身器材、小
区道路白改黑等要求，如今正逐步实
施。

让难事变易事、复杂事变简单
事。寸滩街道小区智治平台自今年5
月投用以来，全辖区的物业矛盾投诉
同比下降25%。下一步，寸滩街道希
望能够融合民政、城市管理、人力社保
等数据，以“数字+”进一步打通城市基
层治理末梢。

大事小情“台”上议 公共收支“台”上晒
寸滩街道小区智治平台：精准服务重点人群，创新基层治理方式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日前发布公
报说，美国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首次发布了完整的人类Y染色体基因
序列，这是最后一个被完全测序的人类染色体。新的测序结果填补了
Y染色体长度50%以上的空白，揭示了对生育有影响的重要基因组特
征。

尽管人类基因组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但作为性染色体之一
的Y染色体长期以来被忽视。原因在于Y染色体含有大量重复序列和
被称为“异染色质”的致密染色体结构，很难对其全面测序。

由美国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端粒到端粒联盟”利用可覆盖长
的、连续序列的新测序方法，首次公布了一名欧洲裔男性的完整Y染色
体序列。与此同时，美国杰克逊实验室等机构领衔团队公布了43名无
血缘关系男性的Y染色体序列，其中近一半有非洲血统。研究成果相关
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完整Y染色体序列揭示了具有医学意义区域的重要特征。例如，其
中一段被称为“无精症因子区域”的DNA序列包含数个与精子产生有关
的基因。研究人员研究了无精症因子区域内一组反向重复序列的结构，
后者又称为“回文”结构。此前已知，无精症因子区域片段缺失会干扰精
子的产生，因此这种“回文”结构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利用完整Y染色
体序列，研究人员可以更精确地分析无精症因子区域片段缺失对精子产
生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在性发育中起核心作用，Y染色体对男性的总体
健康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已有研究表明，Y染色体与男性结直肠癌和
膀胱癌的侵袭性特征有关。今后通过男性基因组测序了解健康状况和疾
病时，可以将完整的Y染色体序列纳入研究。

研究人员首次完成
对人类Y染色体的完整测序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刘羽佳）记者日前从WAPI产业
联盟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2项无线局域网接入控制技术——组网架
构和调度平台技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联
合发布为国际标准。这是我国在无线通信网络云管理技术领域，围绕
基础架构和组网模式提出并获得发布的首批国际标准。

据介绍，上述技术标准突破了无线局域网（WLAN）城域组网的瓶
颈，极大提升了设备管理、部署和维护效率，可构建大容量、高可靠、可
扩展、可管理的运营级WLAN网络。

中国电信、WAPI产业联盟、西电捷通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是
上述2项国际标准的主要技术贡献者。上述技术标准项目编辑、中国电
信高级工程师高波介绍，这2项国际标准规范了一种新的基于云管理的
规模组网部署模式，进一步提升了WLAN组网的灵活性、鲁棒性、可扩
展性，满足了运营级WLAN网络应用要求，目前已在上海“无线城市”建
设中规模部署，提供了1万余个WLAN热点服务。

WAPI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璐璐表示，这2项国际标准是对现有
WLAN技术标准体系在规模部署应用场景下的补充和完善，具有广阔
前景，让更多用户享受安全无线局域网带来的便利。

我国2项无线局域网
接入控制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8
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
委了解到，其近日印发了《关于规范开
展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到2023
年12月底前，推进全市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间检查资料的互联互通互
认，实现全市医学影像数据云端汇集、
线上质控、结果互认、资料共享。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市二级及以
上公立医疗机构将把医学影像检查结
果上传至重庆市医学影像云中心。医
学影像检查结果，是指通过超声、X
线、核磁共振成像、电生理、核医学等

手段对人体进行检查，所得到的图像
或数据信息，不包括医师出具的诊断
结论。

《通知》还对互认项目、互认范围、
互认规则等作了要求。具体来看，互
认项目共有 67项，包括X线 33项、
CT20项、MR14项。互认的医学影像
检查结果应做到检查规范、部位正确、
序列完整、图像清晰、达到诊断要求
（具有时效性），患者基本信息和检查
时间准确，检查报告符合医疗文书书
写规范，字迹清楚、病变相关测量数据
准确。

在互认范围方面，同级医疗机构

间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予以互认；下级
医疗机构对上级医疗机构医学影像
检查结果予以认可；城市医联体、县
域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对医学影像
检查结果予以互认。

在互认规则方面，在保证医疗质
量与安全的前提下，医疗机构对近期
（一般3个月内）规范完整的医学影像
检查结果，在符合互认条件、满足诊疗
需要的前提下，遵照互认项目和适用
范围原则上予以认可，不再进行重复
检查。

在诊疗过程中，当患者有类似检
查且检查结果质量符合诊断要求的，

重庆市医学影像云中心通过医生工作
站发出提醒信息，由诊治医生根据患
者病情判断，在医生工作站确认是否
接受互认。对认可的外院检查结果应
采用信息化技术在病历中予以记录，
包括检查结果、检查机构名称、检查时
间等；对因诊疗需要，确需重复检查
的，应当按规定充分告知患者或其家
属检查的目的及必要性。

按照《通知》，我市将充分运用信
息化手段对医疗机构检查资料共享
和结果互认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逐步
实现对不合理检查的自动发现、自动
提醒、自动干预。

重庆67项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上云端”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年底前实现互联互通互认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赋能旅游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重庆在行动。8月24日，来自市经信委的消息称，日前该委联合
市文旅委、市通信管理局联合发文，将共同推动全市5G+智慧旅游协同创
新，计划到2025年，全市旅游场所5G网络建设基本完善，建设一批5G+
5A级智慧旅游标杆景区和村镇。

按照规划，我市将从9个方面开展“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具
体包括：加强重点旅游区域5G网络覆盖，鼓励重点单位网络建设资源开
放，创新5G+智慧旅游服务新体验，探索5G+智慧旅游营销，提升5G+智
慧旅游管理能力，加强5G+智慧旅游产品供给，增强5G+智慧旅游主体创
新活力，打造5G+智慧旅游示范标杆，建设5G+智慧旅游样板村镇。

围绕上述建设项目，我市将围绕智慧旅游形成一批产业发展项目。
比如，通过加强全市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5G网
络覆盖，形成5G+乡村文化、5G+民俗风情等新型表现形式，建设乡村旅
游精品项目和一批5G+智慧旅游样板村镇。

重庆将建一批5G+5A级
智慧景区和村镇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彭诗洋）8月23日，记者
从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工商银行重庆合川支行日前以国库集
中支付方式，为预算单位合川区数字化城市事务中心办理了一笔以
数字人民币向个人付款的业务。这是在重庆落地的首笔数字人民币
财政拨款业务。

据介绍，此前，工商银行重庆合川支行多次与预算单位深入沟通，
根据财政集中支付的特殊性，在确保合规性、安全性、便捷性的前提
下，制定了数字人民币业务试点方案。在此基础上，细化具体操作流
程，积极向合川区相关部门汇报，讲解数字人民币特点、优势及使用方
式，并争取到了上级单位的支持。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围绕交通、
教育、医疗、税务、商圈消费、企事业工资代发等场景的应用，持续探索
数字人民币支付新载体、新场景、新模式，不断开拓数字人民币支付渠
道，满足公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支付需求，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数字人民
币带来的便捷。

我市首笔数字人民币
财政拨款业务落地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李雯）美国《科学进展》杂志日前
刊载的一项国际研究探讨了太空失重环境对机体免疫系统中T细胞的
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宇航员的T细胞在抵抗感染方面变得不那么
活跃和有效。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研究人员与俄罗斯、阿联酋的同行利用定制的
水床，来模拟太空中的失重状态。研究人员将8名健康人血液中的T
细胞暴露在这个模拟失重环境中，并加以观察。

结果发现，在失重7天和14天后，T细胞的基因表达发生显著改
变，部分基因活跃，部分基因不活跃，而且T细胞的遗传程序变得更加
不成熟。21天后，T细胞已经适应了失重状态，基因表达几乎恢复正
常。但在离开失重环境7天后，T细胞又发生了一些之前在失重环境
中出现的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T细胞在失重环境中开始变得更像所谓的幼稚T细胞，
即还没有被任何病原体入侵过的T细胞。这可能意味着它们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被激活，从而降低了对抗癌细胞和病毒感染的效力。研究人员计划进
一步研究T细胞在失重条件下的情况及其功能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新研究揭示太空生活
对宇航员免疫系统的影响

8月24日，永川区大数据产业园，
在园区非封闭道路上行驶的九识智
能城配车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

作为2023智博会赛事活动子项，
本次大赛将于 9 月 1 日—3 日在永川
区举行。目前，参加该赛事的队伍已经
陆续抵达永川，并开始进行车辆调
试。

据介绍，近年来，永川区不断推
进智能网联汽车在各应用场景规模
化测试和商业运营服务，目前已实现
了全域1576平方公里、1385公里道路
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营运。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参加智能汽车应用场景
挑战赛车队陆续抵达永川

□新华社记者 黄兴

在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铜线车
间，一辆辆蓝色小车自动把电缆轴送到
指定位置，机械臂卡好线轴后启动设备，
线缆开始自动缠绕，一盘整齐的电缆线
很快成形。

“以往可不是这样，当电缆线到了
收线盘末端，需要人来推线。如果干预
不及时，可能导致线缆叠绕，严重时还
会造成交联工序停机，单点损失可达数
十万元。”泰山电缆制造部副主任李娟
介绍，为破解上述难题，今年公司引入
工业互联网机器视觉技术，创新打造了
电缆排线智能检测与智能控制装备，优
化系统排线工艺，避免线缆缠绕出现重
大损失。

“目前，我们已引进智慧决策系统，

构建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制造体系，初步
实现由传统制造企业向高端智能制造和
技术服务企业转变。”李娟说。

记者了解到，重庆近年来着力推动
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产业转型迈出坚
实步伐。像泰山电缆一样，一些企业纷
纷部署应用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数字
化技术，加快数字化对生产全链条的嵌
入，降低运营成本。

在重庆，数据正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加快驱动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步入位
于璧山区的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只见汽车变速器装配生产线上一派
忙碌景象，智能小车穿梭运输物料，工业
机器人挥动手臂协同作业，一台台变速
器有序生产下线。

“我们围绕企业运营流程，打造数字
经营能力，管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

驱动转变。”该公司副总经理潘凯说，公
司实时采集生产线153台设备、超1.2万
个设备传感器的各类数据，每天产生的
数据量超40G；以数据流为牵引，实现对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功能的深度分析，
生产效率提升30%；还运用智能算法实
现智能图形化排产、在线视觉防错等，显
著提高工厂管理效率。

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硬核”支撑。近年来，看
准重庆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巨大的数字化
转型需求，众多工业互联网企业纷纷在
渝落子，一批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也快
速建立、成长，形成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资源池”。
聚焦细分场景，一批贴近性强的智

能制造及数字化转型产品涌现，助力工
业企业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重庆摇橹

船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过去汽车涂胶检测环节主要靠人工，近
年来公司自主研发一款智能监控检测软
件，能自动捕捉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并能
精准定位工序，在提升良品率的同时，还
可优化后续生产流程，受到车企好评。

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已累计推动
11.3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累计实施
4800余个智能化改造项目，示范项目生
产效率提升58.9%。锚定工业领域数字
化转型，重庆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提速5G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

为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重庆还推
出“技改专项贷”，鼓励银行信贷资金用
于支持重点企业生产设备及软件购置、
网络建设方面的技改投入。

（新华社重庆8月27日电）

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
——重庆力促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见闻

数字重庆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