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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自主研发芯片 实现万帧以上高速智能感知

助力大国重器配上“中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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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随着今冬供热进入倒计时，我
市相关部门和305家供热企业积极推进各项供热准备工
作。根据市城市管理委官网昨天发布的信息，当前，我市
设备设施检修、燃料储购等供热准备工作已就绪。据气象
部门预测，11月初期平均气温明显偏高，鉴于天气预报数
据还会有所变化，相关部门在11月15日前将随时关注实时
气温，继续坚持气候会商综合研判，实施弹性供热，并及时
公告启动时间。

据介绍，今冬预计我市集中供热面积达6亿平方米。
其中，燃气3.1亿平方米，占比51.7%，热电2.43亿平方米，
占比40.5%；燃煤0.11亿平方米，占比1.8%；地热及其他0.36
亿平方米，占比6%。燃气、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供热比

重达98.2%，形成了以清洁能源为主的集中供热体系。
今年4月，我市就组织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各供热单

位提前着手今冬采暖期供热准备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供热设备设施检修维护，供热锅炉及辅机、仪表、报警装
置、循环水泵、热力管网、换热站等设备检修率均达
100%。各供热企业已陆续开展供热管网注水打压，确保
按时开栓供热。

记者还了解到，预计今冬燃气供热锅炉房消耗燃气22
亿立方米，燃煤供热锅炉房消耗燃煤11万吨，目前合同签
订均已完成。此外，我市连续多年将供热老旧管网更新改
造纳入市民心工程，今年改造了134公里，涉及河西区海运
里、港建里等173个居民社区，受益群众7万余户。同时，持

续开展供热“冬病夏治”户内设施提升改造，今年为7800余
户居民精准解决户内设施老化、热效率降低、安全隐患等影
响供热服务质量问题。

为确保供热质量，我市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市级检查组
对供热站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设备检修、应急防汛、安全防
卫、电气焊作业等情况开展检查，共计出动124人次，检查
62个供热站，发现隐患全部完成整改。

供热在即，市、区两级供热主管部门将继续面向社会公
布服务电话，受理群众投诉，对各供热企业服务保障工作进
行全面监督，采取随机抽查、直接入户等方式，对点火准备、
供热温度、服务质量等进行动态监督，确保群众“屋暖心更
暖”，确保今冬全市供热安全稳定。

我市今冬供热准备就绪

将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启动供热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日从天津大学获悉，天大仿生
视觉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感算一体仿生视觉智能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图像传感器芯片”，实现了
万帧以上的高速智能感知，可作为“电子眼”广泛应用于高
铁等大国重器关键领域。相关成果已发表于该领域权威
期刊《电气与电子工程协会视频技术电路和系统学报》。

据了解，图像传感器芯片是摄像头的“眼中之眼”，芯

片技术过硬与否，决定了设备能否“看得清晰”。在高速运
动场景拍摄作业中，传统图像传感器芯片“先感后算”的工
作机制会导致图像数据量多、后续算法复杂度高，成像效
率低下、占用数据资源繁多等问题。天大仿生视觉团队从
人类视觉系统的特性获得灵感，将光强转换为事件流高速
感知场景，使数据量相较之前降低到10%以下。以高铁状
况监测为例，这款芯片能适应大范围复杂发光强度、高速

加动态的运行环境。一方面，它能实时监测高铁周边环境，
有利于及时排除障碍物；另一方面，它可以观测列车高速运
动及摩擦过程的损耗状况，监测高铁顶部的受电弓与上方
电网是否接触良好，保障高铁安全运行。该芯片也可用于
其他高速监测领域，如高速公路安全监测、高端制造业机械
手臂监控、国家电网电力系统放电过程监控等，助力大国重
器配上“中国眼”。

本报讯（记者 姜凝）近日，以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
文学院教授叶嘉莹先生之号“迦陵”冠名的知名文化赛事——
第五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结果公
布，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赵
可欣、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
生魏昊宇、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黑狼口中学周倩的参赛作品，
分别从大学生组282件、中学教师组261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赛一等奖。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是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

的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组成部分之一，自2019年至今已举办
五届，均由南开大学牵头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昨日从市水务局获悉，杨柳青
水厂改扩建工程主体完工。该工程将彻底解决西青区杨柳
青镇、辛口镇及张家窝镇用水低压问题，在满足原供水区域
用水需求的同时，为红桥区、北辰区等潜在供水区域提供保
障，预计受益人口将达46万。

据了解，杨柳青水厂改扩建工程主要建设项目包括，
在现有杨柳青水厂的位置新建 1座规模 10万吨/日的现代
化净水厂，水厂由常规处理系统、深度处理系统、污泥处理
系统三部分组成，总投资 2.78 亿元。杨柳青水厂改扩建工
程集成了高水平产水工艺。在提高出水品质方面，采用先
进的深度处理工艺，在传统砂滤基础上增加活性炭吸附和
臭氧杀菌，更高效去除原水中的藻类等有机污染物，使自
来水更加清澈、口感更好。在提升智能化程度方面，工程
建有自控管理系统，可实现对产水各环节数据和设施设备
运行数据的自动收集、分析、处理，实现产水工艺无人值
守、自动运行。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天从河北区获悉，以打造我市首个
开放型大学为愿景的天美艺术街区项目首期展示区施工进入收
尾阶段，计划于11月底开放。

据了解，正在实施建设的天美艺术街区项目由河北区与天
津美术学院合作推进，在发挥天津美术学院艺术、文化、教育等
专业优势的同时，融合周边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将建筑、空间、
业态融为一体，构建文商旅融合发展的美学示范区，形成大学与
城市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创新生态。

据介绍，天美艺术街区项目规划用地约22.6公顷，盘活高校
载体约1.7万平方米，改造闲置载体约1.8万平方米，利用零散地
块约1.8万平方米，增补文创空间载体和教培产业空间载体约3
万平方米，规划商业经营面积4.3万平方米，导入艺术文化空间、
艺术培训等6大主力业态、48个业种，实现3小时至4小时的沉
浸式艺术游逛体验，实施“文化—场景—资产”三位一体的全过
程、市场化运营。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

我市三人获一等奖

天美艺术街区项目11月底开放

打造我市首个开放型大学

杨柳青水厂改扩建工程主体完工

预计受益人口将达46万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日，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
预计2023年“双11”期间（11月1日至16日），我市邮件快件
处理量将完成2.56亿件，同比增长35%。其中，快递业务量
将完成1.5亿件，同比增长51%；投递量将完成1.06亿件，同
比增长18%。

据了解，市邮政管理局于近日召开全市邮政快递业旺
季服务保障动员部署会，要求全系统全行业聚焦末端揽
派、行业安全、网点稳定、权益保障、快递进村等重点环节，

确保寄递工作畅通、安全、平稳。
我市主要快递企业拟新增投资约 6400 万元、人员

8200余人、机动车2200余辆、分拨中心面积6万余平方
米、流水线约8000米。主要品牌智能箱企业布设智能箱
5311组、格口53.1万余个，全市末端网点共5178个。菜
鸟、京东、顺丰等企业配备无人快递车共76台。各寄递企
业成立了由约340辆机动车、880人组成的旺季应急小组，
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双11”津城邮件快件处理量预计完成2.56亿件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我国首个海洋工程专业
潜水技能提升训练中心在滨海新区投用，标志着我市在
专业化、创新型潜水人才队伍建设上迈出新步伐，对助
推海洋工程专业潜水技能和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

潜水员是海洋工程领域不可或缺的职业，被誉为“水
下宇航员”。工程潜水作业要面对水压、风浪、低温和能见
度差等复杂多变的特殊环境，施工风险极大。专业工程潜
水培训周期一般为2年，取得潜水资质后，要从事施工作
业，还需进行系统严格的岗位专业知识和实操培训。

此次投用的潜水技能提升训练中心由海油工程建设
的“国家队”——津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打造，
集理论和实操于一体。据了解，实操训练场地采用双训
练池设计，训练池长6米、宽2.4米、深2.5米，满载水容量
为36吨，可满足2个潜水班组同时训练，并配备多个舷窗
和水下视频系统，在池外可全方位、直观地了解水下潜水
员的操作、训练情况。训练池还可通过模拟演练、实景互
动等形式模拟海上作业环境，实现沉浸式培训。

我国首个海洋工程专业潜水
技能提升训练中心在津投用

专业培养“水下宇航员”

日前，和平区又一“口袋公园”——睦南道建设村公园建成。该园位于五大道地区的中心位置睦南道建设村一号

院旁，面积1500平方米。在改造建设过程中，该园保留了大部分乔木、灌木，更新了健身器械，并将原有塑胶跑道全部

更换，开辟了新的活动场地，在提升景观效果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口袋公园”的服务功能。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肿瘤医院获悉，该院互
联网医院微信小程序“线上天肿”全新改版上线，在该院本
部疼痛治疗科、营养科、血液科、淋巴水肿护理四个专业及
该院滨海医院，试运行了以健康为中心的“互联网+”全病
程健康管理平台。患者离院后非必要不用再往返医院，有
专业医护团队在线上一对一指导诊前、诊中、术后康复、复
查等问题，实现全病程健康管理。

市肿瘤医院副院长（互联网医院执行院长）黄鼎智介
绍，患者想加入全病程健康管理平台，可以微信搜索“天
津市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点击首页的健康管
理，在医生团队中选择科室，找到想要签约的团队申请签

约。签约成功后，医生对患者分配治疗方案，之后患者点
击日程，按方案开始治疗并打卡记录。该院互联网医院
微信小程序此次改版还专门推出“长辈关怀模式”，也就
是服务老年患者的大字版本。老年患者从小程序最上方
点击进入后，可以看到大字版本的预约挂号、线上复诊、
手机缴费、报告查询等六个常用窗口。另外，此次改版还
根据大数据统计筛选了患者常使用的功能，将预约挂号、
预约检查、云诊室、云胶片等放置在首页；推出线上科普
资讯，由医护人员定期录制和发布有关常见病、多发病的
科普短视频及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患者关心的
健康问题。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
加挂天津市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牌子。市疾控中心将以此
次挂牌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省级疾控机构在科技创新体系
中的战略作用，从强化科学研究职能、加强合作交流、发挥
教育培训功能、完善科研机制建设四方面加强我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建设。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疾控局局长韩金艳介绍，市
疾控中心加挂天津市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牌子，是突出“预
防为主”方针和“大公共卫生”理念，加强预防医学应用基
础研究、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标志着我市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迎来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韩金艳介绍，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控中心职责定位
各有区别和侧重，国家和省级疾控中心更侧重科研创新、策
略研究，地市和县级疾控中心更侧重实际操作。成立天津市
预防医学科学院就是为了强化省级疾控机构的科研创新能
力，包括研究新的突发传染病发病机理、传播机制、防控策
略，雾霾等恶劣天气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影响等。通过强化
预防科学研究院设置，进一步完善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增强
重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能力，更好地保障百
姓健康。同时，市预防医学科学院还将与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开展合作，推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和资源开放共享，提升我市公共卫生风险防控能力水平。

市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微信小程序全新改版上线

专业医护线上指导患者离院健康管理

天津市预防医学科学院挂牌

突出“大公共卫生”理念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