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城江津片区乘“数”而上——

驰骋数字经济新赛道

铜梁：“免费邮寄+免费复印”“双免费”便民利企

□ 江津日报记者 廖洋 文/图

XIN YU BAO

04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吴静看重庆

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百米生产线
却不见一人，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向所
有子设备传送工作指令；新能源汽车电
机生产线上，随处可见机器人、机械臂
等设备的身影，产业工人与机器人“并
肩”作战……

数字经济是把握未来的“先手棋”。
如今，在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
越来越多的“双福制造”插上数字经济的
翅膀，转型“双福智造”。

作为江津区打造科技创新基地的
“主阵地”，近年来，科学城江津片区（双
福工业园）全方位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上抢占先
机。2022年，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
业园）数字经济年产值达到74.8亿元，其
中数字制造业占全区40.6%。

汇聚“新动能”，跑出“加速度”。当
前，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正全
力驰骋数字经济新赛道，点燃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

数字产业向“高”攀升

5月29日，天刚亮，团结湖数字经济
产业园PPP项目建设现场就呈现一派忙
碌的场景，工人有条不紊地施工作业。
目前，智能制造基地A机电安装完成，装
饰装修完成 20%；智能制造基地B装饰
装修完成5%；研发创新中心A、B开始土
石方施工。

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作为科学城
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发展数字经济的

“主战场”，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按照江津区委、区政府“三年
初见成效、五年基本建成”的总体要求，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招商、
高要求促建，加速推进团结湖数字经济
产业园建设。

今年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招商引
资更是迎来“高光”时刻，多个数字经济
项目“扎堆”入驻。

3月6日，总投资5亿元的团结湖AI
算力赋能中心项目正式签约，科学城江
津片区（双福工业园）数字经济再添动
能；3月17日，空天技术创新研究院及系
列项目新签约4个，两位院士入驻，江津
逐梦“空天”；3月20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数字经济人才（华为 ICT）实训基地
项目签约落户，为江津发展数字经济产
业和高质量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注入
强劲动力……

截至目前，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
已入驻数字经济项目69个，涵盖智能终
端零部件制造、无人机、行业应用软件、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数字服务业等
领域。

以抢占新技术、新产业的制高点为
方向，如今的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
园）正下着朝向更高精尖的一盘棋。

力争到 2027年底，引进数字经济产
业项目200个以上，实现产值300亿元以
上，培育全市知名的数字经济企业20家
以上，集聚数字经济相关从业人员 1万
人以上，努力将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
打造成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南部创新中
心、数字经济聚集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区，建设成为全市知
名的数字经济产业园。

传统企业向“新”进军

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
“主战场”。

车间设备运行情况、设备保修进度、
各区销售占比……在重庆市爱华机电有
限公司的信息中心大屏幕上，从生产端
到销售端，各种数据、进度清晰可见。

“各条生产线通过精益数字化系统

实现了自动排产、生产报工、绩效管理。”
爱华机电负责人表示，数据融合应用，已
成为公司提质增效、精益化生产的关键，
生产效率提高了 30%，设备利用率提高
了40%，生产运营成本降低了15%。

这种提升，在各大企业的生产车间
随处可见。

放眼整个园区，数字孪生、边缘计
算、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
在制造企业广泛应用，正推动着科学
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从“制造”迈
向“智造”。

在重庆创精温锻成型有限公司自动
变速器整体结合齿精密成形数字化车间
内，一台台数字显示屏上，车间当天需要
完成的生产、计划排单看得一清二楚。

“通过改造，产品的合格率提升到了
99.5%。”创精温锻相关负责人介绍，前四
月企业订单完成情况比较好，实现产值
1.56亿元，同比增长了25%，这与设备投
入和数字化改造密不可分。

爱华机电、创精温锻是科学城江津
片区（双福工业园）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
的一个缩影，在大数据智能化浪潮下，工
业正悄然“智变”。

近年来，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
园）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更
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提升智能制造
水平。2022年引导 30家企业开展智能
化改造，全年实现技改投资 14.8亿元。
目前，园区拥有市级数字化车间 19家、

智能化工厂3家。

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字时代，奔腾澎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

在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
数字经济被寄予厚望。2023年全区工
业高质量发展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招
商投资促进大会上，科学城江津片区（双
福工业园）提出，今年全年力争引进院士
工作团队 1个、研发和创新机构 10个以
上，研发经费投入 20亿元，数字经济产
值突破100亿元。

瞄准目标任务，今年，科学城江津片
区（双福工业园）将围绕建设科技创新城
的目标，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以数
字经济发展引领科技创新，敢闯敢干、唯
实争先，确保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有双
福辨识度的新成果。

以更大力度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发展
载体。高标准推进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
园建设，高品质推进环交大创新生态圈
建设，高效率推进多点多级数字创新平
台建设。

以更大力度加快集聚高质量数字经
济主体。大力招引一批数字经济项目，
着力培育壮大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全力
推进一批数字经济项目建设。

以更大力度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
服务业数字化升级。

以更大力度加快优化数字产业发展
环境。强化规划引领，强化政策支持，强
化人才保障。

数字蓝海，未来可期。
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将拥

抱数字浪潮，聚合数字力量，以最强决
心、最优举措、最好生态发展数字经济，
把数字经济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推动
发展的“最大增量”，以数字化赋能经济
高质量发展，致力在推进数字重庆建设
的新赛道中跑出加速度、跑出新优势。

位于科学城江津片区的重汽汽车生产车间

5月29日，果农在巫山县铜鼓镇鲍田村脆李种植
园中疏果。截至目前，有“中国脆李之乡”之称的巫山
县种植巫山脆李已达30万亩，青涩的果子挂满枝头，
长势喜人。现也是对脆李进行疏果管护的关键时期，
只见果农们穿梭于果园，摘掉小果、畸形果等，以提高
果子品质，助推果农增收。 巫山报记者 王忠虎 摄

梁平

成功搭建全国首个
5G车联网外场性能测试场景
□ 梁平日报记者 陶冶 王雁 曾钰洪

近日，重庆移动梁平分公司在梁平高新区成功搭
建全国首个 5G车联网外场性能测试场景，用“5G+算
力+能力”赋能智慧交通发展。

“传统车联网的时延一般在20毫秒以内，而5G车
联网能够把时延控制在1毫秒以内，用5G网络替代传
统专网专用的车联网网络，并具备自动驾驶及智慧交
通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帮助市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安全。”重庆移动梁平分公司无线网络总监程涛介绍。

同时，以5G网络为基础，融入车路协同，区别于需
要专用道路、车辆设备和网络的传统车路协同，5G车
联网能够基于现有广覆盖的 5G网络直接开展车路协
同，省时省力又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为把5G网络的海量连接能力和超
强算力结合起来，该公司在传统5G基站室内基带处理
单元上增加了一块算力单板，构建起信息交换服务中
心，实现车路协同多场景应用。

“以前搭建车联网外场性能测试场景需要布置很
多服务器，供电量较大、尺寸较大、施工维护难度较
高；现在有了算力单板的加持，5G车联网仅需利用现
有基站的机房，便能搭建起外场性能测试场景。”5G车
联网项目专家顾问黎云华说。

重庆移动梁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5G车联网
外场性能测试场景的成功搭建，能够为梁平打造智能
化车路协同提供高效可靠的出行保障，也推动了5G商
用步伐的不断加快。

云阳

小麦新品种“渝麦17”
完成田间测产验收
□ 云阳报记者 谭启云 徐锐

5月28日，在云阳县路阳镇文武村80亩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内，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穿梭在麦浪中分区
作业，一粒粒饱满的麦子被装进了机舱。

据介绍，这80亩小麦是基层农技服务改革体系示
范基地项目，该项目通过开展新品种的对比试验、技术
培训、绿色防控，筛选适合云阳的小麦新品种。

收割前，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测产程序，分别选取代
表高中低产量水平的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对新引进
小麦品种进行实收测产。测产中，技术人员采集并记
录了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株高、穗长等主要
参数。经实收测产，小麦新品种“渝麦 17”亩产量达
260.6公斤，较一般农户种植的普通小麦亩产量 223.6
公斤增产37公斤，增幅达16.5%。

云阳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华介绍，
本次测产面积为0.935亩，实收小麦319.75公斤。除去
水分和杂质过后，折合亩产量为 260.6公斤。通过测
产，小麦新品种“渝麦 17”达到了实验目标。接下来，
他们将在全县逐步推广小麦新品种“渝麦17”。

近年来，云阳积极鼓励广大群众利用冬闲田种植
小麦，据了解，云阳今年共种植小麦 11367亩，收割进
度达90%，预计总产量达2800余吨。

长寿

“一卡通”账户惠及18万余人
□ 长寿日报记者 陆世玲

日前，记者从长寿区财政局获悉，自去年7月启动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以下简称一卡通）工
作以来，截至目前，长寿区纳入“一卡通”账户超过26.1
万个，通过系统发放92万人次，补贴资金约3.41亿元，
涉及群众18.4万人。

据介绍，“一卡通”是指在保持现有财政资金补贴对
象政策不变、项目不变、标准不变的基础上，只改变资金
发放渠道，把资金统一合并到补贴对象持有的一张（个）
银行卡、存折进行发放。补贴对象只需持有一张卡（一
个存折），就能领取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自然灾害生活补助等财政补贴资金。

由于以前补贴项目管理部门多，每一种补贴都要求群
众办理一张银行卡，导致补贴对象手中积累过多银行卡。
同时，由于发放渠道多，补贴资金的管理难度加大，不可避
免存在滞留延压等问题。“一卡通”工作的实施，从根本上
堵塞了各种漏洞，让补贴资金领取变得更方便更精准。

“以前我有好几张卡，取钱、补卡都很麻烦。现在
所有钱都直接发到‘一卡通’上，特别方便省事。”葛兰
镇盐井村村民邵芳说，“一卡通”还有短信提醒，补贴什
么、补贴多少，都写得很清楚。

巫山

脆李疏果保品质

丰都：以“积分制”“清单制”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今年来，丰都县高家镇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以“积分制”为抓手，

“清单制”为标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形
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断
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积分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近日，记者在高家镇建国村看到，该
村的环境十分整洁，不少房屋外墙都有
精美的图案，十分美观。

“现在我们村的整洁程度可以常态
化保持，这都是广大村民共同努力的结
果。”建国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余敬春介绍，今年来，该村根据乡村发
展基础、基层党组织建设、村级集体经
济、群众意愿等情况，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推广运用乡村治理“积分制”。从乡
村治理的重点难点和农民群众最关心、
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发挥“积分
制”思想引领、行为引导作用。依托村民
自治组织和各类群众性协商活动，在民
主讨论的基础上，将积分的主要内容、评
分标准、运行程序等方面交由群众商定，
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实施，做到策由民
选、规由民定、事由民决。

“我们还会不定期入户进行环境评
分。”余敬春说，不定期入户，就是为了让
村民能自觉维护好居住地的环境卫生，
实现村容村貌整洁常态化。

接着，余敬春拿着评分表和工作人
员一起到村民杨爱军家检查环境卫生。

刚到杨爱军家门前，就看到她正在打扫
房前的卫生。

“余书记，你们放心，我每天都会做
清洁，保证房前屋后干净，争取做到只加
分，不扣分。”杨爱军说。

随后，记者和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杨
爱军家中看到，杨爱军家厨房餐具摆放
整齐，厕所里一点异味都没有。

“积分的运用极大激发了村民的内
生动力，积极主动参与到各项工作当
中。”余敬春说，该村积分对象为村内的
常住村民，以户为单位积分，居住6个月
以上的非本村户籍村民，经村支两委同
意，可参照本村村民参与积分管理。每
季度还将村民的积分情况在公示栏进行

公示，接受广大村民的查询与监督。参
与村民积分达到一定额度，按照一季一
兑换原则，各村居组织开展积分兑换物
品工作，年度累计积分作为“星级文明
户”“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评先选优的
依据。参加这些评比必须是累计获得的
积分高于平均分的农户，向上级申报的
各类“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创业模范”
等先进典型也必须是参与“积分制”管理
的先进代表。

“清单制”规范乡村治理方式

“以‘清单制’为标准，才能使乡村治
理方式更加规范。”高家镇党委副书记高

应春边说边指着“积分制”清单给记者逐
条解释。

高应春介绍，高家镇将“积分制”清
单分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
分为四个大类。平安建设类，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每次加 10分，举报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每次加 2分；道德建设类，弘
扬孝老敬老传统每次加 2分；美丽建设
类，做好垃圾分类，进入村级评议红榜
每次加 2分，评上县级美丽庭院的农户
每次加 10分，评上镇级美丽庭院的农
户每次加 5分，评上村级美丽庭院的农
户每次加 1分，参与村委会组织的各项
公益活动每次加 2分，清洁卫生美化、
洁化、序化，达标户每月加 1分，完成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每月加 2分等；激励
引导类，年度累计获得积分前五每户奖
励 200积分，月度累计获得积分前五每
户奖励10积分。

负面清单方面，违反道德行为每次
扣 2分，违法乱纪行为每次扣 5分，违反
公益环保行为每次扣1分。

同时，该镇还制订了积分兑换清单
表，村民可以通过自己取得的积分兑换
生活用品。比如，20积分可以兑换 1块
立白肥皂、洗厕剂（小瓶）、舒肤佳香皂；
40积分可兑换洗衣粉（小袋）、洗碗剂
（小瓶）、洗厕剂（大瓶）；60积分可以兑
换洗碗剂（大壶）和抽纸一提。

“列出详细的清单，我们就能更加清
楚知道日常生活该怎么做，大家表现得
都很积极，不仅能让自己生活的环境变
得更加舒适，还能获取积分兑取生活用
品。”村民冉崇金说。

□ 丰都日报记者 王阳 文/图

“免费邮寄证照服务，让我省去了很
多麻烦，还能送上门实在太贴心了。”近
日，市民肖女士来到铜梁区公安局交巡
警支队车管所机动车查验大厅办理机动
车业务。按照以往的流程，她还需要再
跑一趟来拿证，现在工作人员告诉她可
以免费邮寄到家，省去了群众再跑一趟
的时间，实现方便为民。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满足企
业群众办事需要，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
商环境促进中心进一步完善免费邮寄服
务，并推出免费复印服务。

据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
中心主任唐娟介绍，中心与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分公司合作，
推出审批结果物寄递服务，企业群众不
承担任何费用。截至目前，已为办事群
众免费邮寄127707份结果物。

2023年 4月起，铜梁区进一步完善
免费邮寄服务，将新增机动车号牌免费
寄递项目统一纳入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
境促进中心免费寄递服务范围。群众到
车管所办理机动车业务，可以选择结果

物免费寄递到家。4月至今，共为群众
免费寄递127份车牌。

不仅如此，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
环境促进中心还推出了免费复印服务，
并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了免费复印点，
安排专人值岗进行全程指导办理。

凡在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审批事项的
企业群众，需要相关资料复印证件的，均
可到大厅免费复印点免费复印。自推行
免费复印服务以来，已服务办事企业群
众 4200余人，累计复印办事材料 20000

余份。
“推行‘免费邮寄’服务，将企业群众

办事取证由‘上门取’变为‘送上门’，真
正将‘只跑一次’落实到位；推行‘免费
复印’服务，节省企业群众的办事时间、
降低办事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增
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唐娟表
示，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推出“接地气、
暖民心”的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为企业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优质
的营商环境。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丰都县高家镇整洁的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