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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2.57%

2 住房城建 17.51%

3 医疗卫生 10.09%

4 市场监管 7.50%

5 交通运输 3.74%

6 司 法 3.20%

7 治安管理 2.51%

8 城市管理 2.22%

9 科教文旅 1.61%

10 民生服务 1.61%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路面存在油污 立即清除

市民反映：渝中区大都会东方广场附近的路面
上存在油污，人流量较大，给通行的行人带来不便,
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中区城管局回复：接到市民反映问题后，立
即安排环卫工人对五一路东方大都会沿线冲洗，
油渍被彻底清除，路面恢复洁净。

寻找热心的士司机 通报表扬
市民反映：在渝中区大黄路110号搭乘出租

车，因家人受伤流了很多血，出租车司机热情主
动帮忙将其母亲送至大坪三院急救部进行治疗，
并且自费为其母亲进行挂号，现市民希望对热心
肠司机进行表扬。

市交通局回复：经核实，公司决定对驾驶员提
出通报表扬，并宣传其事迹，在年度员工评先评
优中对驾驶员加分。

路面出现水坑 修复路面
市民反映：永川区大安街道德胜桥村曾家桥

村民小组道路出现多个水坑，影响村民通行，存
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永川区大安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已安排
施工队将路面铺设水泥，现已修复路面。

公园安全员配置不足 增加优化
市民反映：在渝北区龙兴镇明月湖皮划艇基

地游玩时，发现安全员配置不足，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两江投资集团回复：已责令皮划艇
运行单位增加人员配置，并优化救援措施，满足
快速响应条件。

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 提升水压
市民反映：高新区金科廊桥水乡在用水高峰

期时水压不足，影响正常用水，希望相关部门核
实处理。

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回复：经核实，情况
属实。水厂运行时将进行调节处理，适当提升水
厂出厂水压力，保障市民高峰时期用水稳定。

地下通道栏杆松动 立即修复
市民反映：沙坪坝区新桥新都小区附近地下

通道栏杆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
实处理及时修复。

沙坪坝区市政工程处回复：经核实，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前往现场修复，现已处理完毕。

人行道路灯杆倾斜 及时修复
市民反映：涪陵区马鞍街道环境监测局往涪

陵高级中学校方向的人行道上，有两根路灯杆倾
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及时扶正。

涪陵区城市管理局新城区服务中心回复：经
核实，由于路灯安装时间较长，法兰盘与混凝土
长期摩擦产生间隙，故而产生倾斜，已及时安排
人员修复，现已处理完毕。

（记者 杨铌紫 整理）

这些事还没解决

市民来电：沙坪坝区汉渝路重庆第一中学附
近的地下通道积水严重，导致市民无法通行，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九龙坡区轨道华龙站3号和4号出
口附近的路灯不亮，影响市民夜间出行，希望相关
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城东
社区芭蕉路3栋房屋后面出现滑坡，泥石不断往
下滑落，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市民来电：合川区濮湖小学附近的人行盲道
被大量摩托车占用，且附近还有游商占道经营，影
响附近居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6月18日前往南岸区南山一棵树景
区支付30元门票进入游玩，发现观景台的最佳拍
照点被景区摄影部私自围起来，不准游客进入，如
需进入则要额外支付9元/人，并且由摄影部进行
拍照，市民对此不认可，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6月19日）

□记者 周松

智能考官来了！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摩
托车驾驶考试智能评判工作，摩托车驾驶人
考试由过去的人工评判升级为智能化评判。
智能评判是如何运行的呢？又带来了哪些改
变？6月13日，记者来到渝中区摩托车科目
二科目三考试场地一探究竟。

考场摩托全身装满感应设备

1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虎头岩
附近的渝中区摩托车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场
地。在考场记者看到，场地内用于考试的两
轮、三轮摩托车都已经完成了智能评判的改
装，在摩托车的车头位置，都安装了人脸识别
摄像头，用于对考生身份信息进行识别确认，
在车辆的后部，也安装了蘑菇形状的GPS定
位装置，用于实时掌握摩托车的具体位置。

在摩托车的油门踏板、刹车踏板、换挡拨
片等关键部位，也都安装了电子感应装置，用
于记录考生的操作。

考生刚起步就响起提示音

只见现场一名考生来到考试摩托车旁，
绕车转行一圈后，坐上摩托车刚踩下油门，尖
锐的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起步未打转向
灯，扣100分。”

原来，这名考生在摩托车发动起步时，并
未按规定打转向灯，位于车辆后方的评判系
统直接发出考试不合格的声音，并明确告知
考生因为什么操作扣了分。

在考场中，除了考场工作人员会在前一
名考生考完试后将考试摩托车挪到考试的起
点位置外，再无其他工作人员。考生只需要
在系统点到自己名字后，自行到考试车辆上
开始考试即可。

在考场一旁的监考室内，一名民警和一
名辅警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电脑，
记者看到，显示屏幕里显示出了考生的基本
信息、考试进展流程、考试用时等，此外，还有
摩托车上安装的摄像头传回来的考生和路面
的实时画面，以及车辆挡位、车速、车灯情况
等考试摩托车的各种参数。

一旦考场中有考生考试不合格的时候，

监考室内显示屏上也会同步提示出考生不合
格的原因。

民警不再凭肉眼监考

智能评判相比以前人工评判，有什么区
别呢？

负责监考的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车管所民警王毅告诉记者，相比人工评判，最
大的改变就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以前考试，需要一名民警站在场地中
央监考。”王毅介绍，摩托车科目二考试有
桩考、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单边桥等3个
项目，科目三考试有上车准备、起步、通过
路口或通过人行横道线或通过学校区域或
通过公共汽车站、靠边停车等4个项目。而
现在还增加了加减挡位、掉头、直线行驶等
3个项目。

由于最小的摩托车考场都有上千平方
米，而且同时可能有多位考生在进行考试，
因此全靠民警肉眼监考，总会有看不过来的
时候。

“例如在科目二的考试中，考生需要驾驶
摩托车S形绕桩行驶，并且不能超出地面上
的黄色边框。” 王毅说，以前民警人工评判
时，就会因为民警站位问题，导致很难准确判
定摩托车是否超出边框，因此在评判考生考
试不合格时，就会有考生提出异议。

“通过人行横道线的考试项目也同样如
此。”按规定，通过人行横道线时，考生需要
踩刹车减速，但有可能出现考生虽然踩了
刹车，但减速不明显，民警难以辨别的情况
发生。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管所驾管科一级
警长林余告诉记者，这样的问题在全市所有

摩托车考场都存在。“以前平均每个考场，每
次考试都会有考生对考试成绩提出异议的情
况发生。”

而启动智能评判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
解。“现在如果有考生提出异议，我们可以通
过系统的回放功能，调取该考生考试时车辆
的参数查看，是否踩刹车，当时的车速是多
少，这些系统都有记录。”王毅说，现在摩托车
四周和地面也安装了感应装置，一旦摩托车
车身超出地面的边框，系统会立即自动报警。

全市将建70多个摩托车智能评判考场

除了减少异议，智能评判的启用也使得
摩托车考试更加高效。

在现场记者看到，考场中摆放着3组用
于科目二桩考的杆子。林余告诉记者，以前
由于监考民警非常繁忙，很难兼顾到多个地
方，因此以前只有1组用于科目二桩考的杆
子，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名考生进行
科目二的桩考，而现在则可以3名考生同时
进行科目二桩考。

“去年，全市大约有20万人次参加摩托
车驾考，考生报名后平均要等到一周以上才
能参加考试。”林余说，全市摩托车驾考的考
场相比小汽车驾考来说，场地要少很多，因
此如何提高考试效率，也是他们一直在努
力的方向。“智能评判启用后，现在报名参
加考试的考生，一般都会在一周内接到考
试通知。”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有2万多人通
过摩托车智能化评判考试取得了摩托车驾驶
证，而已建成的摩托车智能评判考场有40余
个，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加强摩托车智能评
判考场的建设，预计最终将增加到70多个，
以覆盖全市绝大部分地区，满足市民对摩托
车驾考的需求。

摩托车驾考升级智能评判
——美好生活热线打探智能考场

社区办事大厅变身居民“会客厅”

这个社区综合服务体好特别

美好生活热线打探

◀同盛路社区服务
大厅，社区工作人员正在
为居民办业务。

▲社区工作人员在指导居民使用医保自
助查询服务终端。

（本栏图片均由记者解小溪摄/视觉重庆）

□首席记者 张莎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目前，我市已
完成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新建或改扩建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239个，11232个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实现全覆盖。

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都有哪
些？能提供什么服务？近日，重庆日
报美好生活热线前往渝北区仙桃街
道同盛路社区进行了一番打探。

办事大厅变身居民“会客厅”

柔和的灯光、清新的绿植、温馨的家居，首
次走进同盛路社区综合服务体，眼前不禁一亮。

与传统的社区服务大厅不同，这里取消
了传统一站式大厅“窗口分立、条线分割”的
布局，正对大门是前台受理区，里面只有三名
穿着粉色T恤的工作人员在此办公，一站式
受理所有与居民相关的事项。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共有12名工作人
员，他们每天只留3人一岗通办，大队伍则全
部深入到网格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和沟通。

同盛路社区党委书记田艳介绍，作为社
区的共享“会客厅”，这个1600平方米的综合
服务体在改造升级之时就明确了办公场地最
小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原则，将整个大厅最
好的地方留给了群众，而把大厅最不起眼的
楼梯转角、“黑屋子”留给社区工作人员办公。

记者见到，大厅里，几个小孩在儿童乐园
玩耍，一位妈妈陪着女儿在书吧沙发处看书，
一位老人在智能健康区自助体检。

“这个‘会客厅’覆盖全年龄段，具有较强
的社交属性。居民一站式办完事后，可以趁
间隙在这里看看书、遛遛娃、喝杯咖啡。”田艳
介绍。

走上二楼，远处传来老年活动室悠扬的
葫芦丝乐曲。近处，“心恬花开”心理健康服
务站装修风格清新舒朗。

产后有抑郁妈妈，家里有叛逆娃娃，年轻
人创业就业压力大……仙桃街道在调研走访
中发现，居民们对心理健康有着很大需求，希
望能在社区就近获得心理健康服务。

就此，仙桃街道联合西南政法大学心理研
究中心，在同盛路社区综合服务体打造了近
200平方米的“心恬花开”心理健康服务站。

记者见到，这里分为健康宣教、情绪宣
泄、心理评估、沙盘互动等功能区，配有音乐
按摩椅、VR互动宣泄仪、心理沙盘等专业设
备。目前社区邀请到6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和
检察院“莎姐”团队轮流驻点服务，已开通24
小时“同心热线”，为居民治疗“心灵感冒”。

“这已经打破了我对传统居委会的认知，
现在的社区居委会越来越现代化，服务越来
越高效。”年轻的妈妈周慧常带孩子来社区看

书、游戏。
“我没事时就溜达过来，找社区干部聊聊

天，然后上楼唱唱歌、写写字，这已经是我退
休生活的一部分。”居民向建忠说，他很难将
这里温馨的功能区域设置与传统的社区办事
大厅联想到一起。

办事区域很静谧 超五成为预约服务

在同盛路社区综合服务体，记者还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不同于其他社区办
事大厅的喧哗熙攘，反而有些静谧。

“这是因为我们社区推出了预约服务，居
民超过一半的事务都和我们预约时间，能上
门服务则上门服务，自然不打拥堂。”一岗通

办工作人员介绍。
同盛路社区有1.7万多居民，辖区

面积大、小区入住率高、居民素质高、公
共服务要求高，怎么办？

社区推广“渝快办”，开通“e路同盛”
微信公众号，线上开展服务、场地、活动“三
预约”，为居民提供不受朝九晚五限制的预约
服务，让他们办事最多只跑一次路。

对此，家住香城故事小区的汪女士很有
发言权。“怀孕后需要到社区办理生育服务
证，但我平常上班也忙，一直没有去办，眼看
着分娩时间临近，有些着急了。”

在邻居建议下，汪女士得知了社区的预
约服务，当天就在手机上办理了次日晚上7
点的预约。按照约定时间，汪女士下班后来
到社区，很快办理了生育服务证，这让她感觉
十分暖心。

网上预约、配备资源、准时赴约，目前，同
盛路社区除将生育服务证、高龄津贴等13个
高频事项纳入预约办理外；老人的钢琴课、葫
芦丝课，孩子的书法课、绘画课，以及所有综
合服务体内活动空间，均可预约。

今年以来，同盛路社区微信公众号接受
各类预约1042人次，占群众办事量的一半
多，社区线上“三预约”已覆盖辖区80%以上
家庭，特别受辖区“上班族”欢迎。

为居民量身定制品质生活提升方案

近日中午，同盛路社区网格员张华手机
弹出了安防报警提醒，提示陈良素老人家中
的烟雾报警器触发。

张华立即联系陈良素，但电话没人接
听。张华更是放心不下，马上赶往陈良素家
中。原来，是老人家中炒菜油烟太大，不小心
触发了报警器，只是虚惊一场。

通过大数据赋能，同盛路社区正打造
“医+养+科技”三位一体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目前已有157名老人得到关照。

不光是老人，依托综合服务体，社区还用
心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居民量身定制品质生活
提升方案：

综合服务体内有一个“巧娘工作坊”，平
时，20几个全职妈妈聚在一起研究手工、轻
食，增进邻里情。同时，社区还开展技能培
训、创业沙龙等活动，帮助居民就业创业。

二楼的子母课堂是两个相邻的学习空
间，娃娃在此学习书法、绘画、阅读的同时，父
母也可在隔壁学习亲子家庭课程，共同成长。

为吸引“上班族”下班后走进社区，这里
还有“漫生活”夜间课堂，联动辖区培训机构
开展茶艺、插花、声乐等培训。

对于时间相对宽裕的老年人，社区支持
他们成立了静远书法队、孃孃舞蹈队等7支
文艺队伍，并免费提供活动场地，充实老人的
晚年生活。

【记者手记】

让社区像家一样温馨
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中，同盛
路社区把办事大厅打造成了一个让社区居民
十分亲近的场所，有了家的温馨，让人感慨。

这种亲民从何而来，记者以为，首先是角
色定位，社区不再把自己当作办事机构存在，
而是定位为社区服务的供给者。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社区综合服务体不再追求办事大
厅的豪华气派，而是尽量压缩办公空间，把节
约出来的空间打造成各种公共生活场景，还
空间于民；第二是服务理念的转变，社区不再
高高在上，坐等居民前来办事，而是主动提供
预约服务，变等候服务为主动服务；第三是服
务方式的创新，从居民需求出发，社区量身定
制了各种贴心服务。正是这些贴心服务，让
居民感受到社区的温馨。

让社区像家一样温馨，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同盛路社区打造综合服务体为我们提供了示
范，我们期待更多的社区能用心用情用力打造出
符合社区实际、让居民主动亲近的综合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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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盛路社区综合
服务体“巧娘工作坊”，
几个全职妈妈聚在一起
研究手工、轻食，增进邻
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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