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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挑
战，使城市治理复杂程度日益提升。

社区大型化、居民原子化、诉求多
元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成为城市
治理的全新挑战。

本质上，城市是人和资源在有限空
间的高度聚集与协同，随着人类跨入数
据时代以及智慧城市的建立，城市在治
理过程中的侧重点也在发生着某些转
变。

如果说努力为人们创造宜业、宜
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是城市治
理 1.0，那么，关注人们的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便是城市治理的 2.0。城市
治理从“物的建设”上升到“人的服务”，
也引发了城市从“治理”到“智理”的演
变。

智能时代的大数据与云计算，为城

市治理开启了新篇章，于是我们看到，
智能化技术开始为城市治理添上“智慧
之翼”。

智慧治理的理念在于依托智能化
技术，汇集众智对城市实施精细化治
理。城市有了智能化技术这个“大
脑”，治理也就更“聪明”：物联网、地理
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大数据、云
计算等关键技术在数据收集、数据传
输和数据处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智能技术用于城市治理的例子层
出不穷。智能安防，为我们的安全保驾
护航；智慧司法，助力维护社会的公平
正义；智慧养老，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
的即将到来……此外，城市的环境治
理、公共卫生、交通出行等城市管理的
方方面面，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统一调

度、智能技术的强力加持下，也达到更
低成本、更高效率和更好体验。

在具体操作中，治理主体能准确、
便捷、及时地定位问题所在，实现靶向
治理、精细治理。

过去，路灯坏了、井盖丢了、马路积
水了，只能靠工作人员巡查或市民提供
线索，很难在第一时间解决。现在，传
感器等大数据设备成为城市的“大脑”
和“眼耳手口”，只需通过连接智慧城市
运营管理中心开展实时监管并及时发
布监测到的异常情况，半小时内工作人
员即可赶到现场处理。

在社区治理业务中，智慧治理推动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在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
民服务效能方面颇有成效，真正让市民
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城市从“治理”到“智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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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密码？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
林认为，有三点原因：首先，摆脱过剩产
业、房地产的GDP依赖，着力发展战略
新兴产业、实体经济，工业增长成为重
庆GDP增长的“压舱石”；其次，不盲从
东部沿海经验，创新加工贸易模式，让
产业转移升级不再是无根之“浮萍”，从
而成为重庆GDP增长的主力军；最后，
社会制度尤其是产权交易创新，如地票
制度、城乡统筹推进等，为重庆GDP增
速带来新动能。

最近几年来，重庆市没有将资源投
放到产能过剩产业，做好了房价控制，
更集中力量发展汽车、电子核心部件、
物联网、高端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战略
新兴产业、实体经济，使工业增长成为
GDP增长的主要来源。重庆通过设立
基金等引导金融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实
体经济的做法，助力改变这座城市的

GDP基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之后，扮演“世界工厂”、开展加工
贸易，是推动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的
一股重要力量。但国内传统加工贸易
产业多数产业链较短，甚至是原材料与
零部件在外，加工完成后销售在外，这
种“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利润薄、竞争
力弱，其稳定性容易受到原材料、人工
成本上升以及海外市场周期性疲软等
影响。

而过去几年，重庆创新发展大规模
的加工贸易，从一开始就更注重产业集
群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延伸产业链，把
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
庆，比如生产的每台电脑产值的70%都
在重庆；另一方面是形成产业聚集，尤
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让
制造业的底盘更稳。

因此，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就形成了
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而随着近年
来形成的新能源车、智能汽车产业升级

换代，作为国内汽车制造的核心城市之
一，重庆市又将这种产业集群的经验用
到了汽车制造领域。

2022年2月28日，重庆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公布的2021年重庆市工业增
加值情况显示，规模工业企业产值同比
增长15.8%，其中汽摩产业、电子产业、装
备 产 业 增 长 分 别 为 11.3% ，17.3% 和
15.9%，此外，这三大产业所占全市规模
工业的比重分别为19.8%，28%和9.4%。

汽摩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几乎涉
及所有人类已知工业种类，因而被誉为
现代制造业的明珠；电子制造几乎涉及
人类精密制造的极限，因而被誉为现代
制造业的皇冠；而全球范围来说，装备
制造业由于显著的基石地位而被称为

“工业之母”。汽摩、电子、装备三大产
业在重庆市规模工业中的比重高达近
六成，充分说明了重庆在先进制造领域
布局多年的成就。

这也恰恰是重庆从“制造重镇”向
“智造重镇”“智变”的底气。

重庆的“智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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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阳 实习生 唐靖岚

在重庆市合川区与四川省武胜县
交界地带，一条川渝跨界河流静静流
淌，水面清澈，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
漪。

这条河叫南溪河，是重庆与四川
的界河，从合川区古楼镇天子村流入
武胜县清平镇境内，并于南溪口注入
嘉陵江，流域涉及川渝两地7个镇。
这条一度被水葫芦、生活垃圾“霸占”
的河流，如今重现一河碧波。

南溪河的改变，与两地政协委员
的关心不无关系。

9月14日，市政协“同心聚力巴

渝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合川，在南溪
河了解到川渝两地政协委员通过明
察暗访，助力南溪河变清变美的生动
实践。

当天，合川区、武胜县两地10多
名政协委员变身巡河志愿者，顺着碧
绿苍翠的南溪河两岸行进，沿途清理
河岸两侧的零星垃圾。

“基本没得臭味了！”在燕窝镇红
豆村河堤边，合川区政协办公室副主
任唐魏以手为瓢，舀起一抔水贴近鼻
尖闻了闻。

唐魏告诉记者，相比数月前他第
一次巡河时的场景，现在的南溪河已
大为改观。

今年3月，合川区政协与武胜县
政协联合组建“南溪河政协委员联合
志愿护河队”，队员由南溪河流域相
关乡镇、部门所在地政协委员和部分
界别委员组成，其中包括乡镇党政

“一把手”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商
定两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责任、统

一防治措施等要求，共同推进南溪河
流域保护。

“那个时候南溪河的状况还不是
很好，河面有不少白色泡沫，甚至还有
难闻气味。我们是一路走一路捞垃
圾。”唐魏还清楚记得两地政协委员第
一次集中巡河时的场景，“当时我们特
地邀请了两地职能部门参加。”第一次
集中巡河后，两地均要求政府职能部
门立即核实情况、查清问题、拿出整治
措施。两周后，两地河长办拿出一系
列具体施治措施，解了南溪河治理的

“燃眉之急”。
此后，两地政协委员在巡河过程

中还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三庙场镇车站涵洞内原有主污水管
道、居民入户支管破损，二郎场镇德润
小区原管网破损且易发生堵塞……针
对这些问题，合川区计划于9月底实
施南溪河流域场镇雨污管网整治工
程，新建改造雨污管网5.7公里。

据悉，相关项目完工后，南溪河流

经的7个场镇将基本实现雨污管网全
覆盖，完成老旧病害管网整治，有力消
除污水散排漏排问题。

“现在是每周两次工作会，两次现
场护河行动。”唐魏说，如今的巡河机制
是，两地政协委员先在各自的区域巡河
护河，之后再一起巡河护河，并及时交
换收集到的信息，提出处置建议，于次
日转给两地共设的河长联合办公室协
调办理。同时，邀请相关专家、乡镇代
表、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渝事好商
量”专题协商会、对口协商会、联席会
议；不定时开展河道交叉监测，川渝两
地互相监督，携手解决管网升级和消除
面源污染等问题。

南溪河位于嘉陵江汇入口附近的
摇金断面，是“十四五”时期新增的国
家水质监测断面。记者从合川区水利
局获悉，现在，南溪河摇金断面总体水
质已由此前的Ⅳ类升级到Ⅲ类，且呈
不断向好态势，未来的南溪河将越来
越美。

川渝携手共巡共治跨界河流

南溪河重现碧水清波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通讯
员 马泽勇）“双龙组的老百姓终于又吃
上干净卫生的水了，再也不用麻烦消防队
和志愿者为我们送水了……”不久前，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洗新乡白果村双龙组组
长周显伦激动地致电县委第五巡察组的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这一好消息。

周显伦所在的白果村，地处七曜山山
脉，由于海拔较高，供水受季节、气候影响
很大，旱灾年均发生1-2次。

9月初，巡察组在洗新乡白果村双龙
组走访时，群众普遍反映：气温虽然下降
了，但降水仍然较少，现有饮用水源已经
干涸，仅靠消防队和政府组织的志愿者队
伍送水。

面对心急如焚的群众，巡察组心里只
有一个想法——必须尽快解决。

走访结束后，县委巡察组立即将该问
题反馈给洗新乡党委、白果村村委，要求立

行立改，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当晚，巡察组配合乡、村干部连夜在

双龙组召开院坝会，得知在双龙组夹槽湾
有干净水源一直未断流，让大家看到了希
望。

“新水源距现有饮水池有两公里远，
沿途都是荆棘杂草，引水难度较大，但我
们会全程参与的……”参会群众争先恐后
表示，愿意出工出劳把布置水管的路砍出
来。

经过县委巡察组、洗新乡党委、白果
村村委的共同努力和双龙组村民们齐心
协力投工投劳，仅用了1天时间，就将水
管接通了。

当天晚上，清澈干净的自来水就流进
双龙组村民们的水缸，滋润着村民们的
心，他们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巡察组为
我们帮了大忙！”

“小小问题，关系民生，找水、送水都
是为了‘联心’。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就
是我们工作的方向。群众的肯定，就是我
们工作的动力。”巡察组组长刘建国说。

石柱巡察推动解决群众用水难

党风廉政看巴渝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实习生
王森孝）“上周才反映的废水排放问题，这
周就解决了，这速度真给力！”9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丰都麻辣鸡产业园，源
小幺食品公司总经理潘方容正指挥工人
加紧生产，看着一袋袋麻辣鸡从生产线上
鱼贯而出，她不禁为政府的办事效率点
赞。

就在上周，丰都县聚焦重点项目、重
点工作启动“现场拉练”，由县领导带队的
工作组走进园区、企业，助企纾困解难，全
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

麻辣鸡是丰都特色小吃，为做大麻辣
鸡产业，今年7月，丰都县建成了我市首
个麻辣鸡产业园，源小幺便是上月底刚进
驻的新企业。

“不到半个月就顺利开工，老实说，这
速度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潘方容说。

上周三，工作组来到园区调研，恰好
碰见潘方容在车间调试设备。

“生产机器都到位了吗？有什么困难
需要我们解决？”还没等她起身招呼，一位
干部已迎面走来，跟她一起查看设备运行
情况。

“现在，我最头疼的就是生产废水的

处理。”潘方容说，麻辣鸡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含有大量油脂，要经过水油分离才
能排放，“园区没有安装净化设备，废水处
理不达标，工厂就无法开工。”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一定尽快解
决。”工作组干部诚恳的回答让她备感贴
心。当天，她还提了几点建议，包括缩短
企业审批时限，帮助企业降低用能、物流
成本等，都被工作组一一纳入事项清单。

让潘方容惊讶的是，反馈来得如此
快。通过与环保、工商等部门对接，不到
一周时间，园区便为15家入驻企业安装
了净油池，还派出服务专员，为企业用地
审批、生产许可证办理等提供全流程指
导，帮助企业尽快投产。县经信委也提前
介入，希望通过企业抱团议价等方式，降
低企业生产成本。

“‘现场拉练’是我们靠前服务，提振
企业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丰都县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3天的拉练时间里，他们
一共走访了20余个重点项目，涉及农产
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除了为企业解决堵点、痛点，工作组还
给各个项目现场打分，帮它们找差距、比
成绩，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政府靠前服务 “项目拉练”助企纾困

丰都多措并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9
月19日，永川区凤凰湖中学邀请医
院牙科医生走进校园，开展主题为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全国爱牙
日活动。活动中，牙科医生结合学
生们的牙齿发育特点讲解相关知
识，让学生们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
惯、保持口腔健康。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口腔健康宣传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