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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地”机器人令人惊讶，大

模型、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令人称奇，

柔性制造、远程化运营等新模式层出

不穷……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上，数字化技术及产品竞相亮相，

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案例生动

展示，折射出数实融合正加速演进，

驱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智博会上，一大批兼具科技感、

高颜值的新能源汽车汇聚一堂，成为

现场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另一边，不

少汽车配套企业展示了先进的智能制

造技术，焊接机器人、无人智能搬运

车等同样引人注目。“以长安汽车为

例，我们通过打造行业领先的智能工

厂，构建数字孪生全场景，部署 30 类

算法模型，实现制造全过程数字化，

制造效率提升 20％，新品上市周期缩

短 30％。”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随着 5G、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加快嵌入企

业生产经营全链条，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加速融合。

腾讯云副总裁曹磊表示，近年来

我国制造业加速焕新升级，在规模、

绿色、出海等方面对企业提出了更高

要求，转型迫在眉睫。人工智能等数

字化技术也加快发展和落地。

以 5G 为例，当前 5G 应用加速向

重点领域拓展深化，加快赋能千行百

业，应用案例数累计超 5 万个。“5G＋

工业互联网正由起步阶段向深耕细作

阶段加速迈进，呈现行业规模渗透、

场景深入核心、生态联合融通等新变

化。”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朱

常波表示。

数实融合加速演进，数据正成为

新的生产要素。“近年来公司生产效

率提升了 30％，背后离不开数据要素

的支撑。”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该公司深度应用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

生产线 153 台设备、超 1.2 万个设备传

感器的各类数据，每天产生的数据量

超 40G；以数据流为牵引，管理模式正

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智博会上，与会嘉宾还认为，数

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日益丰富，

正助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快融

合。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240 家，

正深入各领域开展“数智”赋能，提供

数字化技术供给和智能化解决方案。

今年，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通

过引入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机

器视觉技术，有效解决了其排线难

题。“我们基于标准化部署、轻量化模

型、小样本学习等核心能力，深入各类

工业应用场景，已为线缆、酒业、装备

制造等行业 30多家企业赋能。”浪潮云

洲工业互联网副总经理宋志刚说。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之外，聚焦细

分场景，一批贴近性强的数字化技术、

产品涌现，解决行业痛点。在智博会

现场，一款查验机器人沿着架空导线

快速“行走”，其集成了快速定位、激光

扫描等技术，可代替传统人工作业；一

款 2D／3D线激光轮廓相机，针对光滑

的反光物体也能生成理想的三维成像

效果，助力提升工业质检效率……

数实融合加速演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正酣，但对海量的中小工业企业

来说，实施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朱宏

任表示，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已切

入诸多产业的非核心业务，初步实现

了企业内部的提质降本增效，“下一

步，要以应用场景为载体，着力推进

数字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使数字

化真正深入关键业务和核心流程，充

分释放数据价值，培育形成新的业务

模式和新的增长点。”

新华社重庆9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者 赵文君）记者 6 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

《关于开展农作物种子认证工

作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国

家统一推行的农作物种子认

证制度正式建立。

实施意见确定了农作物

种子认证“统一管理、共同规

范、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工

作原则，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

和农业农村部在相关工作中

的职责分工；明确了农作物种

子认证机构的资质条件、审批

程序和行为规范要求；制定了

农作物种子认证推广应用的

有关措施，鼓励种子企业获得

认证；规定了市场监管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对农作物种子

认证工作的监督管理措施。

据介绍，种子认证是以高

质量种子为目标、强调过程管

理的标准化质量保证体系，是

体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重

要标志，也是国际通行的种子

质量管理模式，被誉为好种子

的“信用证”、种子企业的“体

检 证 ”、国 际 贸 易 的“ 通 行

证”。实施农作物种子认证，

不仅有利于提升种子质量和

种子企业质量管理水平，而且

可以提升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推

动我国种子“走出去”意义重大。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和农业农

村部还将制定发布农作物种子认证目

录、认证实施规则、技术规范等配套文

件，并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开展农作物种

子认证制度宣传和政策解读，推动行业

管理、市场流通等领域采信认证结果，

共同推进认证工作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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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游客（中）

在第四届中国—蒙古国

博览会上选购商品。

当日，第四届中国

—蒙古国博览会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

幕。本届博览会参展企

业 3000 多家，35 个国家

和地区参展，参展省区

市 27 个、主宾省 3 个。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幕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了解到，6 日，由中国铁建所

属单位参建的重庆轨道交通 18 号
线开通试运行，为年底正式通车运

营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项目负

责人金玉龙介绍，重庆轨道交通 18
号线穿越重庆主城区，全长约 29
公里，共设车站 19 座。其中，由中

国铁建电气化局承建

的声屏障工程长达 11
公里，覆盖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是目前重

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中施工体量最大、施

工线路最长、覆盖面积

最大的声屏障工程。

在 18号线建设过

程中，中铁十四局建设者克服地质

复杂、施工工艺复杂的难题，建成全

线转弯半径最小的盾构区间隧道，

转弯半径仅为 350米。据项目技术

负责人马向强介绍，为确保施工安

全，施工团队使用全自动施工监测系

统对沿线房屋沉降、倾斜情况进行实

时监测，对盾构掘进参数进行动态调

整，最终“零沉降”下穿居民楼。

重庆轨道交通 18 号线是一条

南北向交通干线，途经重庆市渝中

区、九龙坡区、巴南区和大渡口区，

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方便沿线居

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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