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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天津
举行。记者获悉，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与世界智能大会
合并为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天津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轮流举办。首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
2024年6月20~23日在天津市召开。重庆将围绕“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展示制造业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

智行天下 能动未来

本届大会以“智行天下 能动未来”为主题，秉持“高端
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理念，坚持高效办会、节俭办
会、绿色办会，集展览、体验、赛事于一体，联动津渝两市资
源，聚力打造引领智能科技发展风向的高端盛会。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将专设360平方米重庆展区，围绕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满天星”行动计划、科技创新等领域，展示我市制造业前
沿技术和最新产品。重庆市宗申集团、忽米网、赛力斯等知
名企业，还将独立搭建展区。除此之外，重庆还将在博览会

期间组织安排多项对接、推介和发布活动。

今年博览会天津与重庆联手

在专业领域上，博览会设立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制造、机器人等10大主题，涵盖了智能产业前沿热点
领域。

在参展主体上，既有世界500强企业和知名外资企业，
又有中央企业、民营龙头企业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具有
显著的代表性。在区域协同上，既有天津、重庆、北京、河
北、广东等省市展区，也有滨海新区、河西区、武清区等区级
展区，多层次展现智能产业发展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
业发展提供“样板”。

特别是，今年博览会是天津与重庆首次联手，两地将以
博览会为纽带，强化联动、深化合作、锻长补短，为津渝携手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

“回头客”和“新展商”双提升

创新是博览会参展企业的共同特质，一批来自全球各

地最前沿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体验将集中亮相。“人工智
能大模型展团”凸显“新”看点，百度文心一言、阿里云通
义、科大讯飞星火等40余个知名大模型将集体亮相，全面
展示图文生成、多模态处理、参数规模扩展以及赋能千行
百业的成效。

“低空经济展团”展现“新”动能，小鹏飞行汽车、亿航智
能、云圣智能、一飞智控、云遥宇航等多家无人机、飞行汽
车、航天技术企业将集体展示先进技术产品。

博览会首次设立智能网联汽车馆，一汽丰田、一汽大
众、长城汽车、赛力斯、小米、理想、蔚来、小鹏、特斯拉等国
内外车企，让观众感受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出行乐趣。

今年博览会“回头客”和“新展商”实现双提升，参展
企业和机构超过550家。组委会以举办博览会为契机，
持续推进项目对接，目前已征集拟签约项目129个、总投
资超900亿元，涉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将
为我市加快构建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蓄力赋能。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 梁浩楠

社区学院是什么？社区学院怎样建？6月12日，“发言
人来了”——两江新区“社区学院”发布活动举行，来自大竹
林街道的4位发言人就社区学院建设相关问题和市民面对
面交流。

如何实现“兜底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两江新区社
区学院的开设是一个创造性探索。现场，两江新区党工委
宣传部党支部书记、部长杜术林主持活动并对两江新区社
区学院建设情况向群众进行整体介绍。

两江新区在全市首创“兴趣两江”居民服务项目，通过
开设社区学院，引导居民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等自
主分组建立社团，开展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打造
以社区为重点的学习、社交平台。

杜术林表示，通过精准把脉“基层文化供给”与“群众需
求”，两江新区以社区学院为开放性、共享性机制和阵地，以

“居民兴趣小组服务”应用为数字化解决方案，构成宣传思
想文化领域的综合性集成式改革方案，实现以思想政治工
作助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

目前，两江新区“社区学院”已在各街道社区全面铺开，
各社区成立兴趣小组500余个，开展课程2000余场，10万
余人次踊跃参与兴趣课堂。

“上百个社团、团员近5000人……开设以来，大竹林街
道社区学院已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大竹林街道人大
工委主任王燕介绍，截至目前，群众通过两江新区“居民兴趣
小组服务”一件事数字化应用“点单”、社区“接单”的方式，组
建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便民服务5大社团（兴趣）联盟，
开设川江号子、千人太极拳、千人广场舞、民乐团、手工、合唱、
舞蹈、心理服务、家庭建设等150余个兴趣社团，吸收团员
5000余人，累计服务3万余人。

其中，社区学院还推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川
江号子”进校园、进社区，立足紫竹苑社区川江号子精品社

团，打造川江号子展厅和研学工作室，策划创作小学及成人
的表演传承教程，让非遗文化在两江焕发新的生机。

通过大竹林街道社区学院，辖区各年龄层级的人群
在兴趣活动中产生思想碰撞，社区居民的艺术修为、审
美情趣、文明程度、社区意识不断提升，归属感、认同感、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进一步激活了社区治
理的“源头活水”，共同把社区建设成为群众美好的精神
家园。

社区学院建设效果如何？居民参与意愿如何？大竹林
街道紫竹苑社区党委书记王静思介绍，课程设置方面，紫竹
苑社区前期针对居民兴趣爱好，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调
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开设了合唱、舞蹈、民乐、川江号子、书
画等共计36个社团，吸引2000余人次参与，受到居民的广泛
欢迎。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摄影报道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
本月底在永川区举行

6月12日下午，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新闻发
布会举行。记者获悉，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
庆市广播电视局、永川区委、永川区政府联合举办
的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将于6月25日至30
日在永川区举办。

本届电影周首次在国内把“电影科技”作为主要
内容，以“科影共生·光映未来”为主题，主要有八项
活动：电影周开幕式、影视科创展览、高质量的主题
沙龙、全国大学生48小时虚拟制作大赛决赛、大师
讲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电影项目创投座谈会、科
技电影展映。

从 6 月 25 日至 30 日，每天晚上在全市各区
县，通过“露天展映与院线播放”相结合，精选数部
中外的优秀影片，向广大群众免费放映。此外，电
影周期间，还将在永川区举行“虚拟偶像演唱会”、
在国内率先发布科技影视数字技术与服务平台，
推出“文化·光影重庆”数字应用。

近年来，重庆针对影视行业的配套政策不断完
善，电影扶垚计划资助项目69项；生产能力持续提
升，电影制作机构注册超360家，电影备案和成片数
量年均增长10%以上；放映市场稳定活跃，电影票房
常年稳居全国城市前六。重庆，已成为全国影视剧
组钟爱的“天然摄影棚”。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首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0日启幕
重庆将携制造业前沿技术亮相

社区学院怎样建？发言人给出了答案

6月12日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重庆工商大学、重
庆理工大学调研。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
届五次全会部署，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发挥优势、服务
全局，加快建设特色高水平大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重庆篇章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市委副书记李明清，市委常委、秘书长，常务副市长
陈新武参加。

重庆工商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高校，是一所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财经类应
用研究型大学。走进校史展览馆，袁家军听取学校建设发
展情况介绍，指出校史馆要重点展示学科建设、创新平台打
造和人才培养等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等成效，引导激励广大师生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来
到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袁家军听取科研成果和
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翻阅博士研究生论文，同正在开展学
术研讨的博士研究生互动交流。袁家军指出，经济学研究
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助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紧盯全国、全球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聚焦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重点热点，拓
宽科研视野，提升科研层次和水平。在废油资源化技术与
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袁家军希望学校聚焦教学和科
研，发挥人才等资源优势，提升理论水平和工程能力，推动
更多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转化应用。

重庆理工大学是重庆市高水平新工科建设高校，坚持
服务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办学特色。在机械检测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袁家军仔细观看学生设计获奖作品，走进纳米时栅实验室，
同科研工作者交谈，详细了解最新研究进展。他希望实验
室推动实验装置、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迭代升级，朝着更宏
大的目标勇攀科技高峰，成为重庆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
新能源汽车现代产业学院是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西
南地区最大的汽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袁家军详细了解学
院在新能源汽车设备研发、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取
得的成果，观看智能网联交通沙盘中控系统演示。袁家军
还前往学校校史展览馆，了解重庆理工大学建设发展情
况。调研中，重庆理工大学负责人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立足

自身优势，聚焦服务重庆产业发展，积极探索独具特色的办
学新路子取得的新进展。袁家军对此给予充分肯定，要求
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助力学校打造成为重庆理工类高
校发展样板。

袁家军强调，全市高等院校要坚持立足重庆、面向全
国、放眼世界，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新的时代使命和
战略定位，聚焦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
通道、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重
大战略，加快建设特色高水平大学。要与时俱进优化学科
设置，坚持需求牵引和技术进步“双轮驱动”，瞄准产业发展
最前沿，紧跟技术变革新趋势，建强基础学科，打造龙头学
科，不断提升学科竞争力。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
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新机制，丰富学生理论知
识、增强实践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大力推
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搭建高水平人才平台和
产业平台，提高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

发言人和市民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