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9月25日，2023年“百万人
才兴重庆”——“满天星”秋季巡回引才活动发布会暨启动仪式
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我市将全力打造
人才引进的“超级市场”，推动全年引进“满天星”优秀人才5000
人以上。

本次活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大数据应用发展
管理局、市教育委员会、市经济信息委员会、重庆邮电大学、中
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管委会共同主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一期“揭榜招贤”榜单和“满天星”专
项行动及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目录，其中“揭榜招贤”榜单共有36
家单位，87个岗位，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满天星”专项行动
及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目录共94家单位，203个岗位，主要涵盖
软信（满天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
药等重点产业。为鼓励社会各界为用人单位引进“榜单”人才，
政府将分别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目前24家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用人单位成功加入引才专员队伍，已引进696名“满天星”相关
紧缺人才。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黎勇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打
造产业发展的“超级保障”，对符合条件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
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000万元以上；全力打造人才引进的

“超级市场”，赴市内外高校连续开展18场专场招聘，推动全年
引进“满天星”优秀人才5000人以上；全力打造人才培育的“超
级工厂”，新建5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博士后工作站，建成7个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数字技能人才培养
平台，培养培训软件和信息服务专技人才5000名以上，开展数
字技能培训3万人次以上；全力打造人才服务的“超级平台”，依
托人才服务热力图，深化核心业务梳理和“三张清单”编制，推
进“渝才荟”平台建设，提速开发技能人才图谱，打造覆盖全产
业链的“人才蓄水池”。

当日，2023年“百万人才兴重庆”——重庆邮电大学“满天
星”专场招聘会举行。金凤实验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
研究所西南分所、西南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软件和信息服务
行业的60家单位，现场提供38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求职大学
生2000余人。

重庆秋季首场“满天星”
专场引才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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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记者 张泉 温竞华）中国工程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中心25日发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技术挑战
（2023）”，分析了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在数字、信息化、微电
子光电子等14个领域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中国工程院持续强化科技战略咨询职能，致力于为我国
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
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吴曼青说，“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
发展十四大技术挑战（2023）”将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密切跟踪全
球科技发展方向，及时把握电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态势提供重要
参考。

这14个领域包括：数字、信息化、微电子光电子、光学工程、
测量计量与仪器、网络与通信、网络安全、电磁场与电磁环境效
应、控制、认知、计算机系统与软件、计算机应用、海洋网络信息
体系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据悉，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自2014年起持续开
展《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研究》研究工作，并基于研究成
果发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面临的挑战和最新发展趋势。

中国工程院发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

科技发展十四大技术挑战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9月26
日，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召开发布
会，公布2023重庆百强企业榜单。龙湖集
团、长安汽车和达丰电脑位列前三名，4至
10名依次是化医集团、华宇集团、重药股
份、国网电力公司、英业达公司、农村商业
银行、千信集团。

2023重庆企业100强榜单是按照中
国企业联合会制定的中国企业500强标
准，经企业自愿申报，按照2022年企业营

业收入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产生。
此次入选的百强企业涉及第一二三产

业，其中第一产业1家，第二产业61家（包
括制造业企业48家，建筑业企业13家），第
三产业38家。百强企业里国有企业59
家，民营企业41家，呈现出国有、民营携手
共进发展态势。

“利润总额稳步提升，人均营收利润再
创新高，是榜单入选企业的最大亮点。”市
企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重庆百强企业在

2022年的营业收入达到2.37万亿元，增长
3.4%，利润总额为 1568.7 亿元，增长
3.55%，主要盈利企业来自制造业领域。此
外，百强企业销售利润率为6.61%，较上年
提高0.67个百分点，人均利润、人均营收分
别为20.3万元、307.3万元，均创新高。

今年重庆百强企业的入围门槛为44.9
亿元，较上年略有下降，百强企业资产规模
合计达到6.2万亿元。百强企业中，入选的
44户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19万亿

元 ，占 到 百 强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总 额 的
50.01%，较上年提高4.88个百分点，其中
汽车（占比 23.66%）、材料（占比 20.08%）、
电子（占比 19.93%）等细分行业占据主导
地位。

较上年而言，今年的百强企业榜单出
现了13张“新面孔”，包括重庆弗迪锂电
池、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等。另外，重庆啤
酒今年排名36位，较去年提升了8位，是
百强企业榜单中名次提升最大的企业。

2023重庆百强企业出炉
龙湖集团、长安汽车、达丰电脑位列前三

新华社重庆9月24日电（记者 王全超）记者从中国石化
涪陵页岩气田获悉，该气田作为我国首个投入商业开发的大型
页岩气田，累计产气量日前已突破600亿立方米。

涪陵页岩气田分布于重庆市涪陵、南川、武隆、忠县、梁
平、丰都等区县境内，于2012年12月开始建设，2014年3月
投入商业开发，是川气东送管道重要气源之一。截至目前，气
田累计探明储量近9000亿立方米，日产页岩气约2300万立
方米。

气田开发建设以来，形成了页岩气地质综合评价、开发设
计与优化、水平井组优快钻井、长水平井高效压裂、采气工艺配
套、绿色开发六大页岩气高效开发核心技术，同时充分发挥全
产业链优势，自主研发网电钻机、全电压裂机组等装备工具，关
键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

涪陵页岩气田在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装备、标准规范、产
学研结合等方面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力支撑我国页
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长江经济带沿线70多个城市送去绿色
清洁能源。

我国首个投入商业开发的大型页岩气田
产气量突破600亿立方米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重庆百强企业榜单，堪称全市经济领
域各行各业的“旗帜”“标杆”。今年的榜
单，体现出了渝企怎样的发展态势？对此，
记者采访重庆市企业联合会和部分上榜企
业。

高质量发展趋势明显
百强企业利润额持续提升

“从此次上榜企业来看，百强企业高质
量发展趋势已然显现。”重庆市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郭庆华
表示，此次百强企业在2022年的总营收达
到2.37万亿元，利润总额1568.7亿元，均
同比增加3%以上。同时百强企业销售利
润率达到6.61%，较上年提高0.67个百分
点，人均利润、人均营收分别为20.3万元、
307.3万元，均创新高。

在2023百强企业中，去年营收超过
1000亿元的企业有3家，比上年度减少1
家，500亿—1000亿元企业有10家，较去

年增加 2家，50亿—100亿元企业有45
家，比上年增加5家。

采访中，多家上榜企业负责人均表示，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实现持续增长的
主要保障。

比如在重庆企业百强、制造业企业百
强两张榜单上，重庆啤酒分别排名第36
位、19位，其中前者较上年排名上升了8
位，进步显著。

“这是近年企业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
以‘国际高端品牌+本地强势品牌’组合为
依托，既升级既有产品又推出高端新品，充
分占领市场份额的成果。”重庆啤酒总裁李
志刚介绍，从2020年到2022年，企业连续
三年实现销量、营收、利润三类指标全面增
长，今年上半年全面增长势头仍在延续。

在服务业百强榜单中也有亮点，比如
特斯拉在渝注册成立的拓速乐汽车销售服
务（重庆）有限公司，首次跻身该榜单并排
名53位。入渝5年来，目前特斯拉已建成
47座超级充电站、11座目的地充电站，开
设14家门店，全面融入重庆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热潮。

研发力度不断加大
百强企业去年研发投入330亿元

市企业联合会表示，在2022年，重庆
百强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当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为330.3亿元，同比增长7.65%，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39%，较上年增加0.2
个百分点。

以百强企业榜单榜眼的长安汽车为
例，在2022年，长安汽车研发投入为56.78
亿元，同比增长17.63%。其中，新能源板
块投入同比增长112%，软件、智能化板块
投入同比增长104%。今年上半年，长安
汽车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已投入研发费用
29.65亿元，同比增长53.42%。

有了百强企业的创新研发“打样”，推
动渝企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渝
企研发经费投入已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其中在2022年，渝企研发经费达到
5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4.6%。

产业升级蹄疾步稳
制造业企业规模效益持续增加

当前我市正在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加速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
心，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2023重庆企业百强榜单可以看出，
我市制造业产业升级蹄疾步稳——百强企
业中，有44家都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
的营收、利润总额分别净增317亿元、230.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74%、93.17%。

比如，分列2023重庆企业百强榜第81
位、制造业企业百强榜第41位的重庆美心
集团，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在国内外两个
市场打响了“重庆造”门类产品知名度。

“企业正是抓住了传统制造企业跨关
口、培优势、上台阶的关键期，通过累计投
入3亿元建成16条智能化生产线，大幅提
升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重庆美心集
团副总裁陈跃玲表示，受益于智造转型、服
务升级等举措，在2022年企业门类产品实
现销售额超过40亿元，规模效益持续增加。

从今年重庆企业百强榜看渝企高质量发展态势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在江北区北滨一路黄花园大桥北桥
头下，紧邻鎏嘉码头商业区，这里有西南
地区首个自动保洁的智能公厕——黄花
园桥下公厕。9月19日上午，重庆日报
美好生活热线记者来到这里。

入口处的信息显示屏十分抢眼，温
度、氨气浓度、厕所使用率、人流量……
厕所的实时运行数据一览无余。

“公厕安装了智能卫生间系统，通过厕
位导视、物联网感知等技术，实时监测公厕
环境状态。”公厕管理员罗万立介绍说。

记者看到，厕位无人后，智能保洁机
器人会推出清扫刮板，喷少量水，把地面
杂物推向前方；完全扫过蹲便器后，刮板
自动抬起，停止喷水，吸附周围的脏物。
之后，刮板再次放下向后喷水，并用泡沫
封堵蹲便器的出水口，完成清洗后吸干
水滴。

“游客不用手动冲水，机器人自动保
洁，微生物技术降解排泄物。”江北区环
卫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远处，江北嘴金沙门江滩消落带
公厕是一个智能无水公厕。

“公厕选址靠近江岸，位置较低，污
物无法排入市级排污管网。”江北区城市
管理局市容环卫科负责人颜福斌称，“智

能生态无水洁厕”具有便后无需冲水的
特点，采用微生物分解技术，将粪污快速
分解成为有机生物肥料，具有无用水、无

排放、无异味、无隐患、无污染等特点。
目前，全市已有86座智慧公厕投入

使用。

自动保洁的智能公厕长啥样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9月21日下午，在九龙坡区华岩隧道
内，安全监测机器人正在调试。隧道壁的

上方挂有轨道，机器人沿着轨道来回巡
视，通过激光雷达、红外热像仪等，详细检
测隧道的掉块、裂缝、漏水等常见问题。

“以前日常管护是靠人工进行巡检，
费时又费力，像隧道顶部这样难接触的
地方，我们必须借助登高车架才能够进
行检查。”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
维护管理处华岩隧道智慧化改造项目负
责人程浩告诉记者，2017年华岩隧道通
车后，随着使用时间延长，隧道逐渐出现
掉块、裂缝、漏水等病害问题，养护成本
也在增加。

记者注意到，机器人虽然长约1.5米

左右，但身手灵活，耳聪目明。
说它身手灵活，是因为机器人运行

速度可达2~5km/h，有效提升了巡检作
业效率；同时，它还有独特的视觉和感知
能力，可谓“耳聪目明”，在隧道内巡检移
动时，机器人能够连续采集、传输、存储
现场图像、声音等数据。

“应急情况下，机器人还可以在事故
现场喊话，辅助事故现场救援工作。”程
浩模拟了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机器人
发出语音提醒，提示过往车辆“请减速慢
行，注意行车安全。”程浩说，机器人可以
比工作人员更快到达现场，实时播报隧

道内状况，指挥人员及时疏散，逃往正确
的出口……

“这是重庆引入的首台侧壁轨道式
结构监测机器人，整体采用导轨运行，导
轨根据隧道的断面结构情况，架设在衬
砌拱腰位置。”程浩介绍说，机器人巡检
时对沿途隧道衬砌进行扫描成像，实时
监测病害的发展演化过程，发现异常情
况可及时预警。

据了解，侧壁挂轨式隧道安全监测
机器人还处于试运行阶段，国庆节后将
正式投用，届时会每天对华岩隧道进行
巡检。

重庆引入首台侧壁挂轨式隧道安全监测机器人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重庆日报记者9月21日从市民政局
获悉，从申请、受理到核查、审核确认，全

流程线上开展社会救助服务的“重庆救
助通”应用已在我市41个区县上线，实
现全市区县100%覆盖。

今年以来，按照数字重庆建设和主
题教育工作要求，市民政局通过广泛调
研，根据前期部分区县试点工作，迅速
部署在全市推广“重庆救助通”应用工
作任务，打通困难群众快捷高效获得救
助的堵点，实现救助事项“掌上办”“指
尖办”。

据统计，作为“社会救助一件事一次
办”的重要载体，“重庆救助通”上线以

来，累计收到在线救助申请7.9万人次，
签署核对授权书9.4万人次，待遇资格认
证38.5万人次，已对符合条件的1.7万人
给予保障，2.1万人正在救助办理中。

通过“重庆救助通”应用的信息积
累，将在册和暂不符合条件的共计115.6
万人次纳入持续监测信息库进行动态监
测；通过构建10余个模型对持续监测对
象进行动态预警，初步实现了数字化主
动发现及在册对象的有效管理。

9月20日，市民政局会同专项救助
相关部门，在渝中、綦江、垫江等3个区

县启动试点，通过“重庆救助通”应用对
接“渝快办”平台上线“社会救助一件事
一次办”事项，即日起相关区县获得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等资格的困难群众，
可同时实现住房救助联办，获得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减免、基础有
线电视费减免、垃圾处置费减免等“免申
即享”服务。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我市将把“重庆救助通”融入“渝悦·救
助”和“社会救助一件事”应用之中，不断
丰富拓展应用场景。

“重庆救助通”实现全流程线上服务

数字重庆就在身边

渝中区菜园坝街道社会救助工作站
工作人员指导群众开展人脸识别及异地
授权。 （受访者供图）

9月21日，九龙坡区华岩隧道，智能
巡检机器人正在作业。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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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记者 张泉）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研究团队受自然界中沙塔蠕虫构筑巢穴过程启发，在
低温常压条件下制备了力学性能优异的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
料，为建筑领域节能减排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
学术期刊《物质》发表。

“传统的水泥基建材，在生产过程中需消耗大量能量，同时
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发展新型低碳建筑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涛说。

据介绍，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尝试用粘结
剂将沙粒、矿渣等固体颗粒粘结起来形成天然基建筑材料，然
而此类材料强度普遍较低，难以满足实际建筑需求。

此项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运用仿生策略，设计了天然基
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沙塔蠕虫可通过分泌复合有正电性
蛋白与负电性蛋白的粘液，粘结沙粒构筑坚固的巢穴。受此启
发，团队引入正电性季铵化壳聚糖与负电性海藻酸钠形成仿生
粘结剂，实现了对各类固体颗粒的牢固粘结。”文章第一作者、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徐雪涛说。

“这种天然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的抗压强度可达17兆
帕，可达到常规建筑材料要求标准。”王树涛说，这种材料还具
有优异的抗老化性能、防水性能以及独特的可循环利用性能，
在低碳建筑领域具有很大应用潜力。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

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