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廖国颖）“不带身
份证也可住酒店、上网、借阅图书……
只需用手机扫一扫领取‘渝快码’，便可
享受这一系列服务。”日前，在荣昌区行
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介绍

“渝快码——重庆城市一码通”的各项
功能，不少市民了解到“一码通”的方便
后，现场便完成了下载注册。

据悉，“渝快码”是以“渝快办”政务
服务平台为依托，以民生高频服务应用
为重点，将我市居民服务各类卡、码、证
功能融合，通过“渝快办”平台使用的智
慧城市服务二维码，主要解决群众普遍
反映的我市各部门发放的公共服务卡、
码、证过多，“多卡共存、多码共存、互不

通用”等问题。
“渝快码”归集我市各类卡、码、证

信息，整合形成一个码。市民可通过下
载“重庆市政府”App，点击“渝快
办”—“渝快码”进入申领页面，或在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渝快码”进入申
领页面进行申领。

荣昌区政务服务管理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区各相关部门在各级
政务服务大厅、酒店、网吧、景区、图书
馆等地加大“渝快码”的宣传推广力度，
引导群众在社保医保、公共交通、文化
旅游、政务服务、企业开办等领域使用

“渝快码”，切实让群众感受“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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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梁建强 侯文坤）
我国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研发
取得重要成果。10月18日，G6高分
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在武汉正式完
成组装。

据了解，这一成果由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智能制造装
备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尹
周平教授带领科研团队攻关完成。团
队采用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分辨率电流体喷印技术。

G6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
是面向OLED新型显示中高密度像素
结构量产印刷制备而研制的高端装
备。G6是指对应的产线玻璃基板尺
寸为1500mm×1850mm。相对传统
的LCD产品，OLED新型显示具有色
域更广、对比度更高、结构更轻薄等优
点。手机、电视等的屏幕，都可以采用
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来制造。

“采用高分辨率电流体喷印技术，
喷印分辨率可达0.2微米，不仅分辨率
高，可以轻松实现4K、8K显示的喷印
效果，还可以实现面向VR、AR设备的
超高分辨率喷印。与传统的蒸镀工艺
相比，喷印材料的利用率显著提升、良
品率显著提升，同时，整套完整生产线
的投资成本显著降低。”尹周平说。

本报讯（记者 黄秋彤 周邦静）近
日，九龙坡区最新引进的全市首台侧壁
轨道式结构监测机器人在华岩隧道“上
岗”，该机器人能够有效实现对隧道结
构病害的智能、高精度监测评估。

在华岩隧道智慧化改造项目监控
室内，工作人员通过华岩隧道健康监测
系统，在电脑后台就能实时掌握隧道的
结构监测、安全预警、车辆统计、事件分
析、病害类型等安全状况。

“我们在隧道内安装了巡检机器
人，整体采用导轨运行，根据隧道的断
面结构情况将导轨架设在衬砌拱腰位
置。运行时，巡检机器人通过视觉感知
系统对沿途隧道衬砌进行扫描成像，并
利用搭载的深度学习检测算法，实现对
结构病害的智能、高精度识别。”据华岩

隧道智慧化改造项目监测系统平台技
术负责人汪培风介绍，设备能够满足
10米距离内裂缝检测精度优于0.2毫
米，检测准确率高于80%。巡检机器
人检测到的病害点位、图像、数据等信
息会同步到系统平台的服务器，管理人
员可根据这些实时记录分析病害趋势，
及时对问题进行相应处置。

隧道巡检机器人“上岗”后，可代替
人工完成隧道高风险区域结构病害的
日常巡检，实现隧道结构病害的长期演
化态势监控和复杂时空环境下的全覆
盖监测，保障了现场作业人员安全。同
时，巡检机器人运行速度可达2至5千
米/小时，有效提升了巡检作业效率，提
高了隧道监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为隧道养护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全市首台隧道巡检机器人“上岗”

荣昌区大力推广应用“渝快码”

G6高分辨率新型显示喷印装备完成组装

前沿

□记者 罗莎 朱丹

今年2月，“巴南区生物药品制品
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上榜科技部
2022年创新型产业集群公示名单，重
庆国际生物城再获“国家名片”，成为
全市目前唯一同时拥有“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国家高新区”“国家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创新型产业集
群”4张“国家名片”的生物医药龙头
园区，这标志着巴南千亿级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发展又迈出了新步伐。

10月11日，在位于重庆国际生
物城的重庆宸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一种新型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
1）类似物药品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
验。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药品
名为“司美格鲁肽”，兼具降糖、减重两
大适应症，患者一周仅需使用一次即
可控制血糖。相较于其他同类型药物
每天使用一次而言，该新型药品使用
更方便，大大提高了患者依从性。目
前，该药品已开启 III 期临床，预计

2026年获批上市。
事实上，重庆宸安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只是重庆国际生物城内智睿生物
医药产业园中的入驻企业之一。

据介绍，智睿生物医药产业园是
集现代化、专业化、高科技于一体的高
端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产业园分设研
发与孵化中心、抗体产业化中心、糖尿
病生物药物产业化中心、动物实验中
心四大板块。目前，一期规划已完成，
已实际投入超80亿元，入驻企业包括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重
庆宸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

为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近年
来，巴南区明确构建“1+3+N”产业体
系。其中，“1”是指以生物医药为核
心支柱，重点产品包括抗体、疫苗、高
价值生物类似药、细胞治疗产品等；

“3”是指以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
械为特色；“N”是指合同研发外包
（CRO）、药物临床前研究（GLP）、药
物临床研究（GCP）等专业服务平台
和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引入龙头企

业，抓住关键环节，带动产业链、供应
链协同共进，力争建成全球生物医药
产业合作示范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成果转化创新集群、国家生物医药产
业化基地。

目前，重庆国际生物城已累计引
进生物医药项目110余个、协议达产
产值超1000亿元，生物制药集群以智
睿生物、博唯生物为龙头。其中，智睿
生物医药产业园是全市迄今投资规模
最大（投资额130多亿元）的生物医药
项目；博唯生物是国内产能最大且临
床研发进度最快的国产HPV（九价宫
颈癌疫苗）疫苗生产企业；智翔金泰是
科创板上市公司、国内抗体药领域新
晋独角兽企业；宸安生物是全市唯一、
西部最大、国内前五的胰岛素龙头企
业。

另外，现代中药集群以植恩现代
中药为龙头；医疗器械集群则以仝干
医科、嘉士腾类器官、嘉奥手术机器人
为代表。重庆国际生物城已发展成为
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度最高、项目
最优、发展最快的产业园区。

作为重庆医药产业高地，巴南生
物医药产业不是药品生产“流水线”的
简单聚集，更是集研发、孵化、生产制
造于一体的集群高地。

如今，重庆国际生物城已建有研
发孵化中心、高端药物技术转化平台
等服务机构，形成了包括基础实验、动
物实验、药品审批等配套服务体系。
目前在研创新药物达到54个，24个
创新药物进入临床，其中10个产品进
入三期临床，特别是治疗银屑病的赛
立奇单抗有望率先实现国产替代，九
价宫颈癌疫苗、长效胰岛素等一批产
品填补国内空白，为全市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以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大健康产
业是未来发展的‘新蓝海’，‘十四五’
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聚
集生物医药大学科平台，打造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使重
庆成为全国生物医药重大科技成果诞
生地和重要创新的策源地。”巴南区有
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记者 胡旭 陈地

下午5点刚过，一辆箱式运输车
停靠在位于川渝高竹新区的四川欣
悦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门口，工
人们将刚出厂的氮气弹簧产品搬运
上车、整齐码放。装载完成后，它将
开往位于重庆主城区的仓库，产品
再在那里根据订单需求对外转运。

“我们主要是给车企做配套，客
户遍布全国，运输需求大、要求高。”
四川欣悦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助
理蒋小琴说，川渝高竹新区离重庆
主城区很近，运车每天都来园区接
货，产品可以通过重庆的物流枢纽
快速分发至全国，不仅可以有效节
约运输成本，更增强了企业对市场
的响应度。

川渝高竹新区位于四川省广安
市邻水县高滩镇与重庆市渝北区茨
竹镇交界处，是川渝两省市共同批
准设立的跨省域共建新区，也是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探索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重
要载体，规划面积262平方公里，其
中广安市 138 平方公里、渝北区
124平方公里。

虽然是离重庆主城区最近的功
能平台，但“近而不快”曾是制约新
区发展的痛点和堵点。在川渝高竹

新区前身邻水县高滩川渝合作示范
园时期，虽然名字带“川渝”，但渝北
区的南北大道因为行政区划问题修
到茨竹镇就止步不前了，而邻水县
的川渝大道也因为土地问题修了两
公里就成了“断头路”。

不仅是路，水也如此。每年一
到干旱或少雨季节，原来的高滩川
渝合作示范园眼巴巴地望着3公里
外的茨竹镇卫星水库，就是用不上
一点水，只能限时用水甚至停水，严
重影响企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打破行政区划，破除行政壁
垒，只有两边形成合力，才能通堵
点、解难点。”川渝高竹新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新区成立后，强化“一家
亲”意识、树牢“一盘棋”思维、贯彻

“一体化”理念，逐渐闯出了一条跨
省域一体化合作的新路径。

记者日前在南北大道三期工程
项目现场看到，施工现场一片繁忙，
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力争
今年底建成通车。此前，南北大道
二期工程、包茂高速高竹互通等已

相继建成通车，新区外联内畅、安全
快捷的进出大通道正加速成形。而
从卫星水库向川渝高竹新区的供水
工程也已投入使用。

“道路要通，政策更要通。新区
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最大的特点就是
叠加川渝两地的政策优势。”川渝高
竹新区相关负责人说，按照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新区基本搭建起“5个一体化、3个属
地化和28个重点领域”的改革创新
体系，建成跨省域运行的供电服务中
心和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实现水、电、
气等生产要素“同城同价”。

“2020年工厂正式投产时，为
了给员工办社保、给企业办税，需要
经常开车跑邻水县城。”四川勇图精
创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秀颖说，
公司刚从重庆迁到高滩时，办事经
常几头跑，新区成立后，行政、税务、
社保、质检、金融等联合办事机构纷
纷成立，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比过去方便多了。

“不管是四川的还是重庆的，我

们都能办。”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
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新区推行一
个中心统征管、一本规范定口径、一
支队伍管执法、一套系统优服务，有
效破解行政区所属税费地方分成比
例不一致、税费政策执行口径有差
异等问题，打通了跨省域办税服务

“最后一公里”。
成本就低不就高、政策就高不

就低……川渝高竹新区不断在体制
机制上探索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
了更好的环境。截至目前，新区已
累计入驻企业182户、建成投产80
户，其中规上企业43户，80%的企
业来自重庆、90%的产品配套重庆。

行走在新区，重庆路上，几家汽
摩配套企业已完成基建，开始安装
调试设备；广安路上，西部模具城正
在抓紧建设；邻渝大道上，科技创新
基地产业孵化区主体工程大部分已
完成，将迎来10多家企业和科研院
所入驻……从曾经的“区域边缘”到
现在的“改革前沿”，川渝高竹新区
未来可期。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日前，位于
南川工业园区水江组团的中广核南川
100MW/200MWh 集中式新型储能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今年
12月30日前完成项目全容量投运。

该项目是重庆市能源局2023年重
大电力设施推进项目，也是重庆市新型
储能示范项目、南川区2023年十大重
点项目工程之一。该项目计划投资3.5
亿元，年产值约3637万元，占地面积约
35亩。项目定位为独立储能电站项
目，储能装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
装机容量为100MW/200MWh，同步
配套建设110kV升压站等设施。

据中广核新能源重庆分公司副总

经理汝晓阳介绍，储能电站相当于城市
的“充电宝”，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即夜
间），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于电池
中；在电网用电负荷高峰时，将储存的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进行放电，将在地区
电力系统中发挥顶峰、调峰、调频、爬
坡、黑启动等多种作用，有效提升地区
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进一步提高电
网供电保障能力和电能质量。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生活楼、生产
楼零米以下施工及高压设备区基础施
工作业，正在进行储能设备区防雷接地
装置施工，预计11月30日前完成设备
安装，12月30日前完成项目全容量投
运。

中广核储能电站年底投用

巴南目前拥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国家高新区”“国家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4张“国家名片”

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熊浩）先进制造业
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工业化程度的
重要标志，更是强化科技创新功能的
关键产业。自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璧山区聚焦全
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坚
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立足现有基础、放大特色优势，着力提
升产业生成能力、产业迭代能力和产
业把控能力，全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10月10日，在静谧、恒温、洁净的
重庆弗迪电池生产车间，每6秒钟就有
一块刀片电池下线，而在其生产的八大
工艺环节里，智能化程度高达95%，实
现全重庆产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有70%是“璧山造”；走进重庆青山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智能化新能源电驱生
产车间，“5G+工业互联网”的运用场景
随处可见，成功开发的新一代驱动电
机，在峰值功率、峰值扭矩、峰值转速等
方面的指标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这些都是璧山制造业发展的底气所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制造
业集群能否做起来，取决于这座城市
的比较优势，更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今年7月，璧山区发布《深入推进璧山
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对制造业的布局和发展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规划。从
《方 案》看 ，璧 山 提 出 全 力 构 建
“224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即聚

力打造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
新一代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群，
升级打造智能装备、现代中药两大支
柱产业集群，创新打造新型显示、先进
材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软件信息服
务4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壮大
1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生命科
学、元宇宙、电竞动漫3个未来产业集
群，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AI及机
器人、服务器、智能家居、前沿新材料
等15个高成长性细分产业集群。

路线图明确，关键在实干。今年
以来，璧山区组建多支产业招商专班，
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驻点
招商，上半年全区签约103个项目，合
同额568亿元；把项目建设作为扩大

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严格按照“六个
一批”梯次推进机制，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推动项目审批提速、开工提速、
建设提速，上半年全区工业投资增长
8.8%，制造业投资增长8.6%；深度践
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和风细雨、首
违不罚”服务理念，健全常态化“三服
务”机制，用好用活“企业之家”“三级
院坝会”“八大资金池”等助企平台，助
推企业获订单、拓市场。

现代制造业发展先行一步，城市
在竞争中才能更加主动。面对这场硬
仗，璧山不仅有决心、有态度，更有办
法、有行动。把握地域优势、吃透政策
红利、主动创造机遇、务实奋进为要。
乘势而上的璧山，未来可期。

山水相邻
共建成渝

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川渝高竹新区：

改革“试验田”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陈刚）近日，在铜梁
高新区的重庆精鸿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一片忙碌。每
条流水线都配有多台机器人作业，机器
人铆合、焊接、打磨抛光、自动装配、自
动检测……十余道工序环环相扣，一件
件成品快速下线。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铜梁首家5G
智能制造企业，重庆精鸿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业务主要涉及计算机和安防产
品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科技为企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此外，铜梁区也出台了诸多政
策，帮助公司不断引进专业人才组建研
发团队，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把自动
化运用到各个生产环节。”公司总经理
赵兵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拥有50余人
的研发团队，还聘请了国内知名研发团
队对生产线进行规划设计，为公司实现
智能化发展提供了科技保障。

这一切，都离不开铜梁区积极落实
“双倍增”行动计划，助推一批中小微企
业上规和提升创新能级，加快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政策“红利”。

同样，铜梁高新区的重庆红岩方大
公司也享受到了铜梁区强化政策保障，
助力实现“双倍增”的政策“红利”。

作为国内专业从事汽车悬架弹性
元件制造的骨干企业，该公司在整体搬

迁进入铜梁高新区时，便在铜梁区科技
部门的点对点精准培育服务下，迈出了
奔向高新技术企业的坚定步伐。

目前，该公司拥有从事汽车悬架研
发的技术中心，组建了一支由各种专业
人才组成的研发团队，主要为国内著名
车企客户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同
时与高校、钢厂联合开发各种高强度的
弹簧扁钢、复合悬架产品等。

“近年来，公司在铜梁区科技政策
扶持下，先后获得授权专利58个，其中
发明专利8个，外观专利3个，实用新
型专利47个。通过科技创新，公司汽
车钢板弹簧生产线的智能化水平、自动
化程度、生产工艺水平、产品质量等均
稳居行列前茅。”重庆红岩方大公司技
术质量部部长刘洋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铜梁区狠抓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
动计划落地落实。最新数据显示，目前
全区新增科技型企业51家，同比增长
24%，累计达到1012家；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达到175家。

“铜梁将进一步强化政策保障，落
实系列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开展研发活
动，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科技企业创新能级，力争2023年
新增科技型企业200家、高新技术企业
40家。”铜梁区科技局高新技术生产力
促进中心主任沈春表示。

铜梁科技政策放“红利”助力实现“双倍增”

10月24日，观众在第六届世界声
博会上参观机器人产品。

当日，第六届世界声博会暨2023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在安徽
省合肥市开幕。本届声博会为期 6
天，现场设有科技馆、工业馆、行业馆、
教育馆、生活馆、生态馆等多个主题展
馆，展出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科技成果
及应用。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汇聚前沿科技

世界声博会开幕

走 进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