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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重庆就在身边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温竞华）记者从中国
科协获悉，为积极构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
引领大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志愿服务事业，中国科协、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共同开展2023年
度高校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工作。

根据通知，2023年度高校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工
作将发挥大学团委、科协作用，积极成立大学生科技
志愿服务队，结合学生成长需求和社会需要，确定服
务方向、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
量；引导各高校、研究院所将科技志愿服务与学科培
养、定点帮扶等工作紧密融合，引导大学生利用寒暑
假、学雷锋纪念日等时间节点走进基层一线开展专业
化志愿服务。

同时，由大学团委组织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主动
与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等科技
类场馆和中小学校建立结对关系，常态化开展各类馆校
结合科技志愿服务；引导大学生志愿服务队走进基层深
入开展长流水、不断线的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择优支持
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依托学科专业优势，围绕国家战
略和民生需求，开展主题鲜明、覆盖广泛的科技志愿服
务项目。

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和高校院所要积极开展培训
研讨，推动大学生科技志愿者和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工
作者提升政治素养、增进群众感情、掌握相关技能，提高
科技志愿服务能力水平；建立常态化服务保障机制，积
极为大学生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
工作条件。

中国科协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高校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
布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
行态势平稳，软件业务收入 64570 亿元，同比增长
13.6%。

值得一提的是，在软件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利润
总额也保持较快增长。软件业利润总额7374亿元，同比
增长13.4%。

在软件产品中，工业软件产品表现突出，1至7月收
入同比增长13%。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云计算、大数
据服务共实现收入6409亿元，同比增长16.2%，占信息
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为14.9%，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数
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持续加深。

1至7月我国软件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13.6%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 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
山分校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校参与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
种脑机接口，通过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成功将一名因脑
干中风而严重瘫痪的女性的大脑信号转换成语音和动
画表情，使这名女性患者能够通过“数字化身”与人交
流。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研究人
员在这名瘫痪女性大脑表面植入一个由253个电极组成
的薄如纸张的矩形设备。这些电极覆盖了对语言功能
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研究人员用一根电缆插入固定
在患者头部的接口上，将电极与一组计算机连接起来。

构建这套系统后，研究团队在数周时间里对人工智
能算法进行系统训练，以识别这名女性患者独特的大脑语
音信号。这需要不断重复不同的语句，涉及1024个单词，
直到计算机能识别与患者声音相关的大脑活动模式。

研究人员并没有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完整的单词，而
是创建了一个系统可根据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来解码
单词。就像字母组成书面单词一样，音素组成了口语单
词。例如，英文单词“Hello”包含HH、AH、L和OW四
个音素。利用这种方法，计算机只要学习39个音素就能
破译任何英文单词，这提高了系统的准确性和运算速
度。

为了重现患者的声音，团队设计了一种语音合成算
法，利用患者在自己婚礼上的讲话录音将语音个性化，
使之听起来像她受伤前的声音。

研究人员还借助一款可模拟面部肌肉运动并制作
动画的软件为患者制作动画头像。研究人员创建了定
制的机器学习过程，使这款软件能够识别这名女性试图
说话时大脑发出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转换成能够表示
快乐、悲伤和惊讶等情绪的面部动画。

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团队下
一步计划创建该系统的无线版本，使患者无需与脑机接
口进行物理连接。

新研究利用人工智能
将大脑信号转换成语音和动画表情

俗称“沙变土”，是由重庆交通大
学易志坚教授研究团队从力学角度研
究的治沙新成果。

该技术在沙子中混合适量的黏合
剂和水，让“一盘散沙”获得与自然土壤
一样的“生态—力学”属性：在湿润时呈
现稀泥般的流变状态，水分蒸发后结成
固体状态，两种状态之间可自由转换，
并具有较强的存储水分、养分和空气的
能力，成为适宜植物生长的载体。从
2016年至今，“沙漠土壤化”技术在国内
外10多个点、多种严酷自然条件下进行
实地试验，总面积超过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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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新种下的饲草玉米、饲草高粱比普通成
年人还高一头；沙地里的西瓜吸引了獾、刺
猬等动物提前来“尝鲜”……

8月22日，当重庆日报记者再次走进库
布齐沙漠产业化推广基地和乌兰布和沙漠
中试基地，依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2022年初，由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
授牵头研发的“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
开启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库布齐沙漠产业
化推广基地是该项技术推广面积最大的项
目基地，面积达1.02万亩，乌兰布和沙漠则
是该项技术的最早中试基地，无论是库布齐
还是乌兰布和，昔日的沙漠已成绿洲，还形
成了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

獾提前“尝鲜”西瓜
玉米高粱有两米高

“你看，这些瓜好可惜嘛，被獾提前‘尝
了鲜’。”在乌兰布和沙漠中试基地，重庆交
通大学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员工彭凯拨开一
株株西瓜苗，向记者展示被獾啃得干干净净

的西瓜。为了防止这些“破坏者”们继续使
坏，基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在一个个西瓜上盖
上塑料篓子。

2017年，“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
开始扎根乌兰布和，进行“沙变土”的尝试。
彭凯说，每一年，团队都会尝试种一些不同
的植物。截至今年，基地种植的植物类型近
100种，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
物、中草药等。

今年，基地新种植了饲草玉米、饲草高
粱，还有花生、甜菜。走进玉米和高粱地，植
物茂密得像树林，工作人员拿出尺子量了一
下，每一株都在两米左右。

“沙漠土壤化改造后，土体具有上紧下
松的倒装结构，植物根系十分发达，所以产
量高、长势好，它们现在还在长呢。”彭凯说，
这些玉米和高粱被当作饲草，深受养殖大户
和企业的喜欢，年初就已被订购一空。

经过六年的改造，基地植物生态系统已
形成，许多昆虫和动物前来觅食和繁衍生
息，如蜻蜓、喜鹊、青蛙、野兔、狐狸、獾等，数
不胜数。因此，这里不仅是一块种植园，还
成为了动物的乐园。

基地一期种植2500亩
实现收成215万公斤

“前段时间我们刚把收割下来的苜蓿和
燕麦卖掉，这些牧草的产量和在普通地里种
出来的不相上下。”在库布齐沙漠项目基地，
重庆日报记者见到基地负责人刁礼华时，这
个重庆汉子比去年采访他时又黑了一圈，但
话语中掩盖不住收获的喜悦——今年，基地
一期2500亩种植实现收成215万公斤、销
售收入350余万元。

2022年初，重庆交通大学“沙漠土壤
化”技术团队和重庆辰砂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在库布齐沙漠共建项目基地。“当时一期只
有2500亩，今年加上新改造的面积，整个基
地已经实现了1.02万亩沙漠变绿洲。”刁礼
华说，种植的种类既有土豆、玉米等作物，还
有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

从高空俯瞰，一个个直径达几百乃至
上千米的绿色圆形农田整齐分布在库布齐
沙漠中，像一张张带着绿色纹理的老唱片。

今年，刁礼华比去年更加忙碌。他告诉
记者，他们准备新安装8处喷灌设施，还要

种植5500余亩玉米、花生、高粱、土豆等农
作物。

值得一提的是，沙漠种植还引进了最新
的技术。刁礼华说，基地正在建设沙漠土壤
化项目1008平方米的AI数据中心日光大
棚，“建成后，可通过腾讯云边缘计算、大数
据、AI、物联网等技术，实时监控沙漠土壤温
湿度、盐分等周边环境数据，根据沙漠土壤
改造需求精准控制灌溉水量。”

已和多家企业达成合作
沙特种植试验即将启动

易志坚也很忙，从8月20日开始，他就
陪着阿联酋商务考察团赛勒姆·胡迈德·赛
义夫一行，辗转几个基地参观交流。

看到易志坚现场展示经过力学改造的
沙土能够保留住水分、拔起的向日葵底部根
系像人的头发那样茂密发达，来访的客人们
直呼“太神了”“令人震撼”。

易志坚说，目前，团队和沙特有关单位
正在落实试验示范地块的种植试验，今年9
月份将正式实施沙改土播种作业。

在乌兰布和沙漠中试基地，记者留意
到，现场搭起了洽洽瓜子葵花节的展板，一
辆华大基因公司“沙漠移动实验室”工程车
也在忙着做研究。

“我们已经和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易
志坚透露，基地种植的葵花籽，今后将与洽
洽食品等企业进行联名品牌打造合作，加强
向日葵等商品种植的田间管理和收获加工，
力争高产优质，以品牌合作推动产业化做大
做强。

华大基因集团旗下华大万物“沙漠移动
实验室”的加持，将深化技术与土壤微生物、
植物表型、耐旱作物良种选育等领域的交叉
研究和融合创新，为产业化推广提供更加坚
实的技术支撑。

沉寂了千年的沙漠将因为“沙变土”
技术变得热闹起来，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凉
之地也重新孕育出巨大的生态和经济价
值。

重庆交通大学团队研发的“沙漠土壤化”开启产业化后——

万亩沙漠变绿洲 玉米高粱两米高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8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两
江新区的礼嘉智慧公园。临近开学，不少
市民带着小孩抓住暑假的“尾巴”，欣赏公
园最新展出的《画游清明上河——故宫沉
浸艺术展》，光影交错间，感受“一朝步入
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作为全市最具代表性的智慧公园，智
能设施处处可见。记者注意到，公园步道
两旁都有喷雾，红外线与温感技术能自动
感知环境温度和行人的踪迹，高温时自动
喷雾降温，让行人感到阵阵凉爽。

“这两天天气凉快，我喜欢沿着公园
跑步，景观很美，路边的智能大屏幕还能
看到自己的运动数据。”家住附近的市民
曾强告诉记者。

来到公园的生活馆，游客能一睹“未
来之家”究竟长什么模样。一个白白胖
胖，外形酷似电影《超能陆战队》主角“大
白”的机器人正熟练地进行洗茶、泡茶、倒
茶，一系列标准动作完成后，一杯热茶就
可以给游客品尝了。

“这台机器人叫做‘制茶大师’，主要
功能就是制茶，能够完全独立制作。”工作
人员王静介绍说，除此以外，这里还摆设
了智慧厨房、智能书架等日用家居体验
区。

坐在沙发上，不用动手，说一声“打开

观影模式”，客厅大屏便会为游客播放精
彩的电影。

在卧室里，智能屏幕上显示着前一晚
主人睡眠的时长、心率、呼吸频率乃至翻

身次数等数据。“系统能通过时长、心率等
多个数据分析用户的睡眠健康状态。”王
静称。

在智慧艺趣馆，游客可以去“非洲大

草原”跟动物们互动，通过VR设备体验
过山车、海洋、宇宙等场景。大屏幕上展
示了草原上动物大迁徙的场面，只见有
小朋友走到屏幕前与“狮子”握手，“狮
子”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开了……“动
物可以跟游客互动，触碰它们会有不同
的反应。”

离开馆区，游客如果不想走路了，可
以在巴士站乘坐自动驾驶接驳车。车内
没有驾驶员，但有安全员。当前方有障碍
物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进行语音提醒，车
辆“观察”四周进行安全变道。“接驳车是
充电的绿色巴士，雷达和动态相机模组共
同构成了车辆感知系统，它们是巴士的

‘眼睛’，能够灵活感知周围环境，做出精
准判断。”王静告诉记者，目前自动驾驶接
驳车正在调试。

据了解，目前全市部分区县也正在建
设智慧公园。万州区西山公园已经完成智
能化改造，花坛和绿地装配了土壤墒情监
测仪，用来监测土壤水分、温度等墒情信
息；在涪陵区江东滨江公园，“AR切水果体
验机”利用肢体识别等功能实现人机互动，
儿童在“切水果”的同时，也能和小伙伴一
起游戏；铜梁区人才公园步道还可以通过
人脸识别和大数据技术，实时记录跑步者
的心率和耗能，并进行排位比拼……

公园里感受智慧生活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白秀颖）8月25日，重庆市引进类新型研
发机构技术成果“万达开云”对接活动在万
州区举行，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上
海交通大学重庆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重
庆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带来了160余项科技
成果。

活动现场，来自市内外高校院所的专家
团队聚焦“万达开云”四地先进材料、食品加
工、装备制造、医药化工、新型能源等重点产
业，围绕铝及铝合金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特
色食品等多条特色产业链进行了成果推介，
并通过现场路演的形式重点推介了焊接缺
陷无损检测智能评片软件、铝基材复合材料
技术开发及应用、高性能金属结构材料与成

形技术、浆果系列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智慧能碳管理平台及碳排放管理系统等11
个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重庆三峡绿色智
造赋能有限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
中心、重庆三都科技有限公司与新国大重
庆研究院、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重庆禄丰天
润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重庆研究院、重庆乐仁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与长春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重庆市中凯

金属制品涂装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重庆研究院进行了合作签约，涉及先进材
料与智能制造、数字项目共同开发、焊接质
量分析与焊接质量提升、油橄榄精深加工、
汽车线束设计开发、数字化工艺技术开发
等领域。

“引进类新型研发机构技术成果对接活
动是促进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和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重要举措，旨在为高校院所、技术
转移机构和企业搭建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为
技术找市场、为企业解难题。”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此类对接活动还将聚
焦重点区域、国家高新区、市级高新区等持
续开展，围绕打造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
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积极发展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16个重要
战略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科技局、万州区政
府共同主办，万州区科技局承办，达州市
科技局、开州区科技局、云阳县科技局协
办。

160余项科技成果走进“万达开云”

8月29日，礼嘉智慧公园，智能机器人正在泡茶。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8月29
日，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SPF猪科技创新
联盟（以下简称“SPF猪科技创新联盟”）成立
大会在荣昌区举行，联盟将开展SPF猪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SPF猪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SPF猪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

SPF猪（即无特定病原猪），指体内无特
定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猪，是推动生猪产
业、生物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物安全防
控的核心科技支撑。在生猪产业，SPF猪可
有效控制病原，降低料重比，减少养殖成本；
在生物经济产业，SPF猪是开展疾病发病机

制研究、药物及医疗器械评价、猪源性生物医
药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的重要实验材料和原材
料；在生物安全领域，SPF猪可用于重大人畜
共患病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研究。

“目前我国SPF猪产业尚存在生产技术
标准不完善、技术体系不成熟、自主知识产
权缺乏等问题。”市畜牧科学院院长、国家生
猪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作华介绍，SPF猪科

技创新联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加快实现我国
SPF猪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协调好全
国相关上中下游产业，串联起SPF猪研究、
生产、应用等各个环节。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SPF猪
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葛良鹏介绍，SPF猪科
技创新联盟主要有以下四项工作：一是技术
攻坚，联盟将整合会员单位资源，联合开展

SPF猪关键技术攻坚；二是成果转化，联盟
将推进SPF猪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开展科
技成果转化对接，并建立行业认证服务体
系；三是人才培养，联盟将搭建平台，开展
SPF猪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咨
询；四是服务发展。联盟将建立中国SPF猪
生产体系，制定行业标准以及生产规范，并
做好SPF猪科普工作。

SPF猪科技创新联盟在荣昌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29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为全面准确把握产业技术现状，有效开展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工业和信息
化部印发《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应用实施意见》，
明确到2025年，形成一套科学适用、标准规范的制造业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方法，基本建立涵盖制造业各门类重
点产业典型产品的技术体系，分类分级建立短板技术攻
关库、长板技术储备库及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库。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提出2025
年、2027年两个阶段目标。其中，到2027年，建成先进
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体系全面应用于产业科
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有效指导地方制造业
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发展，有效引导企业建立先进的研
发体系和科学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为制造业科技自立自
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建设和应用技术体
系，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支撑产业基础能力建设，
打造体系化竞争新优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

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立
涵盖制造业各门类重点产业

典型产品的技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