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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暴雨

看“智慧排水”如何大显身手
今年8月5日，重庆主城天气格外

闷热，中午时分，江北、渝中等区域突
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眼看一场暴雨
即将来袭。

13时42分，江北区的“智慧排水
系统”便针对五简路接北滨一路路口、
洋河中路洋河体育场路口、建新北路
天街二号路口等10多个暴雨易涝点
发出“内涝预警”。

随即，96名应急抢险人员携物资、
设备，与时间赛跑，10分钟不到便全部
抵达各个易涝点待命。13时50分，伴
随着8级-9级局部阵性大风，暴雨倾
盆而下，整个城市瞬间笼罩在白色雨雾
之中，最大小时降雨量达54.9毫米。

在现场，抢险人员及时采取清掏
进水口淤塞杂物、打开低点雨水窨井
井盖等方式控制积水。与此同时，“智
慧排水系统”还在实时监控各个点位
的积水情况，及时调度人力、物力支援
严重积水区域。

16时50分，雨势渐停，江北区顺
利打赢了这场持续3个小时的暴雨防
御战，其中“智慧排水系统”功不可没。

江北区智慧排水系统的建设应
用，仅仅是我市打造“智慧排水”体系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
委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速推
进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的信息化
建设，推动由经验管理、人工管理向智

慧化管理转变，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守护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

污水处理的“智慧升级”

污水处理，是城镇环境治理的重
要一环。

“过去，污水处理厂完成一次全流
程的人工巡检需要2小时，现在依靠
智能系统完成一次自动巡检，只需要5
分钟；另外，现在无论何时何地，工作
人员通过手机便可以查看厂内的生产
情况和设备运行工况，并能实时调控
生产、及时处理紧急情况。”重庆水务

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集团在市内已有60多座

污水处理厂接入大数据平台，依托物
联网、视频联动、智能分析、3D可视化
模型等技术，对这些污水处理厂运行
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分析并制定科学
的运行方案，提高管理效能、确保生产
安全和出水水质、降低运营成本。

此外，该集团正积极推进管网智
能化建设，对管网及附属设施进行数
字化和空间位置标定，在关键位置安
装感知设施，实现管网运营工况远程
监视，协同污水厂智能化建设，从而实

现“厂-网”全过程数字化、可视化监
管，对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相关安全
风险进行提前预判，指导污水处理厂
及时调整生产运行方案。

先行先试、多点开花

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思
路，除了上述江北区之外，我市众多区
县都启动了关于智慧排水系统建设的
尝试和探索，成效颇丰。

例如，沙坪坝区与重庆大学等高
校联手，共同研发地上地下全方位、一
体化的水务物联感知网，打造出全市

首个排水管网智慧管理系统——“沙
坪坝区地下综合管网CIM（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实现该区管网数据三维
可视化“一张图”，可配合物联网设备，
实时监测重点区域水质、水位、实时影
像等数据，及时提供预警服务。

九龙坡区则对全区25处易涝点以
及5处沿江泵站安装了视频监控，同
时，每处还配备了液位监测仪，以便随
时监测水位的升降情况。此外，该区还
率先尝试了利用排水管道机器人，对全
区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和数据搜集。

这些区县的“先行先试”，为全市

智慧排水系统的建设和完善，贡献了
宝贵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排水管理装上“最强大脑”

当前，市住房城乡建委正在加快
推进我市“智慧排水系统”的标准化、
体系化建设，重点搭建“排水防涝监测
和应急指挥”“‘厂网’可视化监测”“污
泥运输和处理处置管理”“排水公共服
务”四大系统平台，为排水管理工作装
上“智慧大脑”，实现排水行业高质量
发展。

目前，“排水防涝监测和应急指挥”
和“‘厂网’可视化监测”两个系统已初
步搭建完成。其中，“排水防涝监测和
应急指挥”已实现3个主要功能：一是
排水防涝基本信息的“一张图”；二是通
过实时数据监测实现实时预警；三是通
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预判。

下一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大力
整合水利、城管、交通、环保、气象等多
方数据，持续优化“智慧排水”在多场
景下的创新应用，构建起集“一个智慧
数据中心、一个智慧监测体系、一个智
慧一体化平台、一个智慧指挥调度中
心”于一体的智慧排水系统，基本实现

“风险在线查”“涝情在线巡”“应急在
线管”“效能在线督”，保障城市运行秩
序和城市污水处理的运行安全。

王静 刘廷
图片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

工作人员监控城市排水防涝检测与应急响应信息系统重庆市排水防涝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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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非 遗 传 承 与 保 护（下）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
了解到，《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已正式出台并施行。为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
展，《办法》将对单件专利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据介绍，该《办法》适用于在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区域内注册、经营
并纳税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围绕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水平
保护、高效益运用、高标准管理给予资助奖励。

“根据《办法》，知识产权资助资金采取自愿申报的原则，相关单
位可根据每年的具体要求进行申报。知识产权奖励资金则无需申
报，由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根据各级奖励文件进行审核并兑付。”重庆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亮点之一，《办法》引入了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金融新业态，鼓励高价值专利技术成果转
化，实现高价值专利的市场经济价值，将进一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重庆高新区出台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

单件专利最高奖100万元

□本报记者 韩毅

打扫清洁、整理课桌、增添教具……
8月31日，在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美术
老师、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氏剪纸”
传承人罗小城，一大早就赶到学校做开学
前准备，其剪纸社团也将再次“营业”。

新学期，他的非遗剪纸课被纳入学校
延时服务课程，每周排课6节，预计将吸
引100多名学生参加。

在他看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中，传承人是保护和传承的关键因素，
需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不断壮大传承队
伍。

近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代
表性传承人制度，健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制度，促进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
育体系相结合，拓宽人才培养渠道等。

日前，重庆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59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11人、
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787人，在代
表性传承人制度建设上有何经验做法？
重庆日报记者对此作了调查。

非遗进校园
从“毛遂自荐”到“扫榻相迎”
说起非遗传承人，许多人脑海里浮现

的都是一群“老顽固”，凭着情感和梦想，
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一守便是一
生。

年轻、时尚、活力的罗小城颠覆了固
有印象。走进他在学校的工作室，琳琅满
目的剪纸作品，或气势如虹，或自然豪放，
或精妙无比。

罗小城生于万州一个农村家庭，祖母
一生钟爱剪纸和刺绣，母亲也是远近闻名
的剪纸和刺绣巧手，他从小耳濡目染，酷
爱剪纸艺术。18岁时，他考入重庆三峡
学院，成为一名美术科班生。读大二时，
他无意间发现许多色彩鲜艳、造型各异的
剪纸镂空图案，顿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

“能否把绘画与设计艺术融入到剪纸
中，通过剪纸独特的线条和镂空来表达绘
画呢？”罗小城说干就干，一头“扎进”剪纸
技艺中。经过多年沉淀和积累，他创作了
《水浒传》《灵山十巫》《清明上河图》《古万
州十景图》等大量经典作品，先后获评中
国剪纸艺术节银奖、蔚州国际剪纸艺术节
铜奖等大奖，个人还荣获“第20届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重庆市“巴蜀青年工匠”“重
庆市岗位能手标兵”等称号。

2016年“罗氏剪纸”入选重庆市第五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罗小城被认
定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
继人才，是我的责任。”罗小城说，起初，他
在学校免费给同学上剪纸课，之后，学校

挂牌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

基地”，以兴趣特色班的形式，把“罗氏剪
纸”融入课堂，弘扬和传承非遗技艺。

“这学期，学校更是将我的剪纸课纳
入延时服务课程，一周排了6节课。”罗小
城称，他将大力探索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
教育相结合，努力培育更多人才。

据介绍，近年来，石柱、铜梁、秀山、北
碚、沙坪坝等区县，已通过兴趣班、课间
操、艺术课等形式，让竹铃球、铜梁龙舞、
秀山花灯、北碚粮食画、金钱板等大量非
遗项目走进了校园。

从“毛遂自荐”发展到了“扫榻相迎”，
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成为深受学生喜爱
的特色教育项目，非遗传承人才梯队建设
成效明显。

研修研习
从“师传徒”到“百花齐放”
揉泥、制坯、打磨、修坯、上釉……在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穿过一片柑橘
林，拾阶而上，一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掩
映在林荫中，静怡、悠然，陶渊明笔下“结
庐在人境”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叩开木门，荣昌陶器制作技艺区级非
遗传承人管永双正潜心制陶。院内各房
间，展陈着各式造型的陶器，三两慕名而
至的客人正安静品鉴，主、客、陶，共同构
成一幅怡人画卷。

2014年，管永双毕业于四川美术学
院陶瓷艺术专业，在跟荣昌陶器市级非遗
传承人张俊德等前辈学习一年多后，他创
办起“西山雨”陶艺工作室。结合川美学
习的知识，他对荣昌陶器型、釉料等进行
了艺术创新，开发出涵盖银杏灰釉、芭蕉
灰釉、檀木灰釉、荷叶灰釉等20多种植物

灰釉产品，给传统荣昌陶带来了一波“植
物”美学新风尚，丰富了荣昌陶的色彩和
艺术表现形式。他的作品《痕》入选首届
中国四大名陶展，《陶瓷柴烧茶具组合》获
得第54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金凤凰”创
新产品设计大赛铜奖，《无象》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

如今，管永双每一次开窑，都会吸引
数十人参观购买，上品壶售价过万元。“我
从一名陶瓷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
名非遗传承人，得益于张老师等前辈打破
传统倾囊相授，也得益于政府对非遗传承
的大力支持。”管永双称。

在我国，传统老艺人传授技艺多为口
传心授、单线传承，有较强的“门户之见”，
一定程度上造成非遗传承人群体的老龄
化、新生力量相对薄弱等问题。

传承旨在传授和继承。近年来，我市
进一步完善了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了
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组织西南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重庆文化
艺术职业学院4所高校实施“中国非遗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共31期，培训学
员1384人次；开展市级非遗传承人群研培
工作，培训社区群众3000人次，大力提升
了传承人技能，拓宽了人才培养渠道。

“目前，除了传统‘师带徒’，我市还大
力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包括
举办非遗学术论坛、非遗展览展示、技能
大师工作室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非
遗保护工作队伍能力水平。”管永双说。

动态管理
非遗传承人不再是“终身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明的瑰宝，是一

个民族、一个城市的记忆，而非遗传承人
则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近年来，社会上
也出现了所谓的“头衔热”“大师热”。个
别非遗传承人入选后就认为万事大吉，只
顾利用“非遗传承人”这个头衔谋取个人
利益，并没有为发扬、保护非遗项目起到
真正作用。

本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加强对代
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完善退出
机制。

“事实上，我市已实施了对传承人
的动态管理，近年来已经取消 12名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市文化旅
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规定义务，主管部门可以取消
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丧失传承能力，
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

“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在保证自身技
能传承的同时，积极参加非遗教育宣传等
公益活动，取消‘终身制’有利于优化传承
人队伍结构，激发传承人群的传承实践活
力。代表性传承人被取消资格后，依然能
够从事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工作，只是不
再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该负责人
称。

接下来，在非遗保护中，我市将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工作方针，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健全
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加强非遗项目保
护管理、推动非遗保护能力建设，让非遗
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从“心”启程，让非遗传承人路更宽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重庆日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市属国企庆铃汽车近日
与民生物流、重庆公运、鑫赢
原键、凤运来城物流等，就氢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合作
签约。庆铃向上述示范运营

方交付了首批氢燃料电池商用车辆。这标志着重庆氢燃料电池汽
车，正式开启了商业化运营，也被业内认为是重庆推进节能降碳、绿
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重庆市属国企紧扣“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大力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强化绿色低碳科技
攻关和推广应用等，取得显著成效。

以庆铃高起点布局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为例。去年末，该集
团与博世携手，共同在重庆成立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合资公司。今年
8月，庆铃M系列氢燃料电池厢式运输车正式下线并交付。该车功
率密度、最高效率等关键性能指标已满足我国氢燃料电池商用车
2030年技术要求，代表着国内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先进技术水平，一
辆车每20万公里将减少碳排放22吨。

除了庆铃，其他市属国企在节能降碳方面，也均有亮眼成绩。重
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三峰环境集团，在渝北垃圾日处理量3000吨的
垃圾发电厂近期投运，它的碳排放是现在欧洲最先进技术的1/10。

依托行业领先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三峰环境目前已投资49个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475万吨，相当于为地球新
栽3.5亿棵树木，减少碳排放量1480万吨。

在国内创造绿色效益的同时，三峰环境还积极走出国门，将技术
装备应用于全球8个国家、212个项目、361条焚烧线，日处理生活垃
圾超过20万吨。

重庆轨道集团应用新技术节能降耗，同样效果显著。该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轨道交通1、3、4、5、6、10号线和环线应用了电阻-逆
变混合吸收装置，将列车刹车减速时产生的再生能量转换为电能，供
给车站内的信号、电扶梯、通风、照明、空调等正在运行的系统设备使
用，近三年共回馈电量约5200万度，约占总牵引电量的4%，节省电
费约3200万元。

重庆农业投资集团就生态化智慧化养殖推进，在丰都、合川等
地新建3个楼宇式智慧化生态化种猪场项目，依托智能化实现节能
减排；该公司在外省的2个大型万头奶牛牧场“粪肥资源化利用+
循环农业”项目已建成运行，实现了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同
发展。

制造氢燃料电池汽车、推进垃圾焚烧
发电技术、建设生态化智慧化养殖场

重庆市属国企推进
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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