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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天拓展一个新站点

西部陆海新通道5年跑出“加速度”

详见 版7

详见 版3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国土空间规划出炉

两款外骨骼机器人
在明月湖加速产业化落地

详见 版4

近日，位于垫江县桂溪街道的
重庆市佳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数字
化包装车间，一派忙碌景象。进入
夏季以来，该公司饮料产品生产线
开足马力忙生产，满足夏季销售高
峰，确保市场需求。

图为重庆市佳佳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数字化灌装车间，工作人员正
在查看实时数据。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新通道，新速度！西部陆海新通道
总体规划实施5年以来，平均5天拓展
一个新站点。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
心8月5日发布数据显示，5年来，通道
目的地已从全球166个港口拓展到523
个港口。

西部陆海新通道，一条具有澎湃活
力的国际经济走廊，释放西部地区开放

发展新动能，创造“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新机遇。

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各西部
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
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
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

2017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
身——渝黔桂新“南向通道”班列在重庆
首发。

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西
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通道建
设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

5年来，通道已有铁海联运班列、国
际铁路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3种物
流组织方式，目的地从71个国家和地区
的166个港口，拓展到124个国家和地
区的523个港口。

5年来，班列开行总量超3万列，完

成“第一个1万列”用时1461天，完成“第
二个1万列”用时487天，完成“第三个1
万列”仅402天；2019年至2023年，重庆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年度货运量分别同比
增长50％、45％、54％、32％和21％。

5年来，通道货物品类从 80余种
增加至 1150 余种，涵盖电子产品、整
车及零部件、机械、小家电、食品等数
十个大类。 （李晓婷 赵宇飞）

近日，明月湖科研院所重庆生物智
能制造研究院开发的下肢外骨骼康复机
器人已完成最后测试，年底有望实现小
规模量产并推向市场；北京工业大学重
庆研究院引进了该校科研团队开发的膝
关节外骨骼穿戴机器人，项目落地孵化
工作正在紧张推进。

外骨骼机器人是指穿戴在使用者身
体外部的一种智能机械结构。重庆生物
智能制造研究院开发的下肢外骨骼康复
机器人，主要用于神经损伤治疗与功能障
碍者日常生活辅助，它以人体基础肌动
学、人体工学为基础，检测、识别适当肌肉
处的电信号并经算法分析和处理，辨别患
者动作意图，为其智能化动作提供信号基
础，完成智能化控制。

目前，该院已形成具有特色和系列
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肌电信号意图识别
的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系列产品，可
为个体化生物特征的智能化物理因子治
疗方向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项目负责人左陶强表示，研究院将
继续加强包括人员和经费在内的科研投
入，持续做好生物医用材料、医疗智能装
备等方向的技术攻关。

北京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引进的膝
关节外骨骼穿戴机器人，又称“轻量化、
高柔顺性的膝关节外骨骼系统”，能够协
同人体肌肉骨骼系统工作，有效提升穿
戴者的运动能力，并显著降低运动中的
疼痛和关节损伤风险。

该机器人由北京工业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左国玉、于双悦科研团队开
发，主要面向智能养老领域，专注于中老
年人社区养老生活质量的提升。它不仅
适用于日常行走、上下楼梯、蹲起、起坐
等基本活动，还能有效辅助户外负重徒
步等复杂场景，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
运动支持。

此外，随着研究深入，该机器人还将
拓展至军事、消防、医疗康复等多个领
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赵鹏）

近日，《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国
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下称

《规划》）获市政府批复。《规划》突出战
略落实、底线思维、区域统筹、彰显特
色等规划原则，明确功能定位，“三区
三线”、用地等规划指标，优化交通、产
业、功能、生态等规划核心要素。

《规划》明确，重庆高新区（直管
园），总面积约316平方千米。重庆高
新区（直管园）位于中心城区中梁山、
缙云山之间的西部槽谷地带，以浅丘
地形为主，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核
心区，是引领重庆向西发展的重要引
擎。范围包括7个镇（曾家镇、白市驿
镇、走马镇、含谷镇、巴福镇、金凤镇、
石板镇）、3个街道（西永街道、虎溪街
道、香炉山街道）及西永微电园全域。

《规划》提出，2020年高新区（直
管园）常住人口60.58万人。至2035
年，规划人口11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11万人，农村人口2万人。

按照《规划》，高新区（直管园）以

“科学之城、创新高地”为总体定位，
规划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承载区，引领成渝地区创
新发展的综合性科学中心，现代化新
重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先行区，山水共融高品质生活
宜居区。

此外，《规划》还涉及国土空间保
护、品质多个方面。如至2035年，高
新区（直管园）耕地保有量不低于4.1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0.60万亩，主要布局在中梁山、缙
云山、科学公园等区域；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不低于27.99平方千米，主要分布
于中梁山、缙云山区域；城镇开发边界
面积控制在178.07平方千米以内。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还提出要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坚持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统筹做好

“科、产、城”融合发展，构建“一心聚
核、两轴共生，双屏相映、三片协同”的

总体格局。
一心聚核即规划科学公园城市绿

心，集聚金凤、西永、大学城等片区布
局科技创新、科技金融、科技交易、科
技交流等功能，打造生态科创核心。
两轴共生即依托科学大道城市发展
轴和城市绿廊，形成生态与文化、城
市与自然融合发展主轴。双屏相映
即保护好中梁山、缙云山两个绿色生
态屏障。三片协同即坚持科学导向，
构建北部研发策源、中部技术创新、
南部产业生成三片协同，科研港、生
命岛、科学谷、大学城、科创街等多点
支撑的创新格局。

同时，《规划》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充分保障产业发展空间，构建高
新区“323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打
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提升城市发
展能级和竞争力。优化国土空间结构
和用地布局，明确公共服务、道路交
通、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的空间保障
及管控要求。 （郭雨嫣 赵丁颐）

数字化企业
开足马力忙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