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代同进步 与重庆共成长 重庆日报创刊重庆日报创刊7070周年特刊周年特刊

增颜值提气质，

近者悦远者来。

近年来，我市城

市管理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城市管理应该

像绣花一样精细”“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等城市

管理系列重要论述，

紧紧围绕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的目

标，在城市管理的机

制创新、功能品质、绿

化美化、秩序规范以

及民生实事等方面持

续发力，全力推进高

质量城市管理工作，

努力营造干净整洁有

序、山清水秀城美、宜

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

境，充分展现了国际

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的现代化山水

大都市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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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颜值提气质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夏日的清晨，两江新区龙竹路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内绿树掩映，凉风习习。公园内，不
少早起的市民在此散步健身。

两江新区龙竹路与华山南路交界处曾经
是一块遍地杂木荒草的低洼地带。现在，这
片城市的“边角地”已蜕变成了由体育运动
区、亲水休闲区、儿童游憩区等区域组成的龙
竹路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龙竹路社区体育文化公园的建成，只是
两江新区采用“见缝插针”方式建设山地公
园、街旁游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两江新区盘活多处城市“边角
地”，因地制宜启动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增设
了大量的体育设施，基本满足各年龄段群众
体育锻炼需求，有效提升了城市品质，增加了
城市开敞空间，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

近年来，随着坡坎崖绿化美化工作大力
推进，我市中心城区城市绿量大幅增加，城市

“秃斑”逐步消除。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
全市共完成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1398个，面
积3110万平方米。其中，中心城区完成项目
315个，面积1471万平方米；其他区县完成项
目1083个，面积1639万平方米。

“近年来，全市城市管理工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了增绿添园、城
美山青、坡坎崖绿化美化、街头绿地提质、绿
化补缺提质等工作，城市绿量持续增加，绿地
布局日趋合理，绿化品质不断提升。”市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市城市公园（包含游园）总量已
达2000多座，主城都市区已建设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109个，为人们提供休闲游憩、娱乐健
身的绿色共享空间；全市已完成1348个坡坎
崖绿化美化，面积2990万平方米，让许多荒
坡旧貌换新颜。

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4
月，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正式启
动。接下来，全市将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为契机，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美化上档提速，加
快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

聚焦民生所需
抓好重点民生实事抓实民生“关
键小事”

城市品质的提升，不仅要有颜值还要有
价值，不仅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不仅要有现
代都市的高大上，更要有触摸暖心的烟火气。

如何增强高质量的城市管理服务保障能
力提升城市品质，让广大市民享受高品质的
城市生活？

近年来，市城市管理局以“管好城市为人
民”为宗旨，抓好重点民生实事，抓实民生“关
键小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城市颜值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方
便舒适”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

5月10日，重庆市地方标准第七十三号
公告发布了45项地方标准，其中《城市公共
厕所智能化系统技术规范》的发布在全国尚
属首次。该地方标准的出台，让智能城市公
厕建设有了规范。

2018年以来，重庆将公厕建设纳入民生
实事，通过增建新厕、改造旧厕和开放社会单
位厕所等方式，切实推进城市公厕增量提质
工作。目前，全市公厕数量和服务质量实现
了双提升，基本形成数量充足、功能完善、管
理良好的城市公厕服务体系。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错综复杂的立交
大桥、熙熙攘攘的商圈人群……城市发展的
背后，离不开最朴实的三个字——劳动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热心市民发现，在我
市城区的繁华路段，一个个“劳动者港湾”如
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劳动者港湾，环卫工人、快递员、交巡
警、城管队员等户外劳动者可以停靠休息，里
面配置了饮水机、空调、电冰箱、沙发座椅、微
波炉、常用医药箱等物资设备，可满足劳动者
如厕、热饭、纳凉、饮水等休息所需。同时，为
了更好服务广大劳动者，港湾内配置了专人
管理清洁环境卫生，及时维修、更换物资设
备，保障劳动者休息时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环
境。

据介绍，目前全市已建成“劳动者港湾”
1000余座，城市管理的温度被传递到更多的
普通劳动者中，让他们在户外也能体验到“累
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的便利，
受到广大劳动者好评。

聚焦民生所需，着力把小事做好，将好事
做细，处处体现城市管理的温度。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城管工作构建“一
项行动、两件小事、五件实事”民生服务体系，
实施老城区环境“小而美”惠民提升行动，完
成101个“小而美”项目，新增32条“门前三
包”“五长”示范道路。落实厕所革命和垃圾
分类两件“关键小事”，上半年新建改造143
座城市公厕，全市公厕总量达到1.4万座，中
心城区公厕总量近0.5万座，入选全国“十大
厕所数字化城市”“十大司机如厕友好城
市”。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已覆盖
243个镇街、1.7万个小区，持续保持西部第
一。完成133个街头绿地提质项目、新建38
座“劳动者港湾”示范点，投建15个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中心城区实施人行道完善提升
805 公里，在“四老”区域新增小微停车位
7733个，5件市级民生实事均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提升治理能力
“马路办公”成为城市管理的有效
方法和创新范例

“过去开窗是个烂水沟，现在开窗是风
景，住着舒心多了！”近日，渝北区盘溪河旁的
建峰小区居民韩晓军高兴地说，一年多前盘
溪河两岸环境杂乱、缺少公共空间，去年9
月，政府建成了滨河公园、修了桥，让两岸居
民有了休闲场所，出行也方便了。

渝北区盘溪河段的蝶变得益于“马路办
公”机制。

城市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由于权责交叉、
资源分散等原因，主管部门管理城市往往面
临协调难题。为了解决城市部分区域环境脏
乱、道路破损、配套不足等问题，我市自2018
年以来探索“马路办公”机制，让城市管理问
题“马路上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在“马路办公”机制下，我市形成了市、区
（县）街道（镇）城市管理“三级管理”组织体
系，各级领导干部走街串巷定期开展“马路办
公”，发现问题随时交送相关部门整改，限期
回复整改结果；对重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后
迟迟未能解决的问题，拍摄曝光视频，并将

“马路办公”实施效果纳入区（县）年度考核体
系。

以江北区为例。该区主要负责人和政府
部门每周“马路办公”不少于1次，并设立“街
长、路长、巷长、楼长、店长”，及时通报、解决
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城市管理成了大家的
事，而不是一家的事。”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马路
办公”机制实现了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齐
抓共管的城市管理新格局，有力解决了城市
管理力量单一、统筹不够、精细不足的问题。

此外，我市还将“马路办公”与城市智慧
管理相融合，对于道路、桥梁智能监测等城市
智慧监管平台覆盖不到的区域，以“马路办
公”网格化定责定人，用人管和技管互补来消
除城市管理盲区、安全隐患。

据统计，2018年1月至2022年2月，我
市累计开展“马路办公”51.6万次，从背街小
巷卫生、广告招牌整治到保障群众脚下安全、
实施城市更新项目，发现、整改城市管理问题
187.9万个，推动了城市“细管、众管、智管”。

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双城经济圈城市管理一体化
新格局

“你好，我们是城管执法人员，你所驾驶
的车辆运载砂石未进行覆盖，涉嫌违反《重庆
市市容环境条例》规定，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驾驶证与车辆行驶证。”日前，一辆遂宁牌照
的货车装载着满满一车河砂从潼南方向驶
来，川渝两地城管执法人员在潼南区公安交
警的协助下，在检查站对车辆进行停车检查，
发现该车未采取密闭措施，在对其进行拍照
取证后，执法人员将当事人带到移动办案平
台车上进行后续处理。

这是前不久，“遂潼铜”三地城市管理联
合执法行动中的一幕。当天，三地城管执法
人员组成联合执法组，聚焦城镇生活污泥运
输处置、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处置、建筑材料
（渣土）运输处置方面的13类突出违法行为，
在遂宁安居区磨溪镇与潼南双江镇交界处设
置检查站进行联合执法。

据介绍，7月8日，四川省遂宁市与我市潼
南区、铜梁区签订了《“遂潼铜”三地城市管理
联合执法框架协议》，以推动遂宁、潼南、铜梁
三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协同发展、同频共振。

根据协议，三地将以“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围绕开展

“城市管理联合执法、互派执法人员交流学
习、开展执法专题座谈和课题研究、共享城市
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防治经验、推进执法标
准规范统一”5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加快推进
三地城市管理执法合作，努力构建共商、共
治、共享、共赢的城市管理新格局。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遂
潼铜”首次开展城管联合执法，是落实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推川渝毗邻地区一体
化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川渝城管执法一
体化建设进程提供了现实经验。这标志着，
三地共同助推川渝毗邻地区城市管理执法领
域一体化发展，从路径探索走向了实际行动。

事实上，为深入贯彻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
议精神，全面落实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议部
署，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早在
2020年8月，成渝两地城管部门就签署了《成
渝两地城市管理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成渝两地城市管理部门将在
标准体系协同建设、执法领域共建共治、智慧
城市管理互联互通、行业产业联合发展、城市
管理经验共享、信息资源统筹交流、人才培养
协作互动7个方面深化合作。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是党中央交
给成渝两地的重大政治任务，赋予了两地城
市管理工作更新的内容、更高的追求。”市城
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展望“十四五”，市城市管理局将锚定支
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和全市“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新范例为统领，共抓新机遇、同担新使命，
更全面、更深入地加强城市管理交流合作，更
广泛、更扎实地推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
同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环境、品质、
形象，共同强化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努
力构建成渝城市管理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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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持续推动城市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沙坪坝区五云湖经过治理后变身生态公园

南岸区崇文路口新修建的机械停车场 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内的“绿色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