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
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考察时指出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城市治理

位于江北
区的重庆市数
字化城市运行
和治理中心大
厅（4 月 23 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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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肖乔

4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庆市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听取重庆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探索
超大城市治理新路等情况汇报，观看系统应用演示。

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是重庆“市、区
县、镇街”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以下简称三
级治理中心）中的市级治理中心。作为数字重庆“1361”
中的“3”，三级治理中心是数字重庆建设最大特色、最大
亮点和最具辨识度的重大成果。

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代小红是现场汇报人。她
说，在每个调研环节，总书记都十分细心，不时询问，殷殷
叮嘱。

重庆用数字技术“智治”危岩

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
城市治理现代化

超大城市治理，是世界各地面临的难题。重庆沿江
岸线长、危岩滑坡自然灾害多，如何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

代小红在汇报时说，一直以来，重庆面临危岩地灾
“点多、线长、面广”的难题，如何把危岩有效管起来，让其
各种动态变化能够时刻呈现在管理者视线中，以便随时
处置风险隐患，确保不发生重大灾害、事故和人员伤亡，
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挑战。

以前，监管危岩地灾主要靠人，需要地质队员冒着风
险攀上危岩，仔细检查有无新增裂缝、变形，再把情况写
成报告，工作量大、效率低且安全风险大。

“从去年以来，重庆把数字化思维、认知和技术运
用到危岩地灾防治全过程，创新开发出‘危岩地灾风险
管控’应用。”代小红说，该应用系统是以高精度遥感影
像为底图、以地灾风险全生命周期数据为基础，结合综
合遥感、无人机倾斜摄影等数字技术，构建起的空天
地、岸上水下一体化全要素、全时空的数字模型，实现
了危岩治理“历史可追溯、现状可感知、未来可推演”的

“一屏总览、一键调度、一体联动、一网共治”智能化、数
字化管控。

在实战中，这套应用已经展现出巨大作用。
比如2023年10月9日，巫山县铜鼓镇水流村兑窝

子坪，就进行了一场紧急疏散。
当天，一起特大型滑坡灾情突发，滑坡形成长约

1000米、横宽约280米、厚约30米，体积约850万立方
米的泥石流，造成24栋房屋垮塌。

幸运的是，当地受滑坡威胁的182名居民提前撤离，
无一伤亡。

“这起特大滑坡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置，原因就是‘危
岩地灾风险管控’应用提前发出预警信息，生成科学有效
的应对方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说，无论
是数字化理念，还是多跨协同贯通，“危岩地灾风险管控”
应用始终以问题为导向，突出“急用先行”“实战实效”。

代小红说，在听完汇报后，总书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化数字赋
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
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

观看高楼救火现场视频连线

总书记叮嘱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在市级治理中心大厅，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科技信息
处副处长林海，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林海说，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指出，城市治理涉及方
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
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
全有序运行。

此时，北碚区歇马街道一处高楼出现火情，所幸通过
“高楼消防”应用，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并迅速进
行火情处置，将被困的两名居民救下，没有发生人员伤
亡。

现场，市级治理中心大厅的工作人员通过显示大屏，
同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进行实时视频连线，询问救援情
况。

“当时我在大厅现场看到，总书记的目光一直看着大
屏，十分关心和牵挂救援现场的群众和消防员的安全。”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信通处副处长肖璐说。

围绕重庆高层建筑隐蔽风险难感知、动态隐患易反
复、协同处置不高效等火灾防控瓶颈和痛点，重庆市消防
救援总队谋划建设了“高楼消防”应用，在三级治理中心
建立消防风险“一张图”，探索高层建筑消防治理向数字
化转型。

“目前我们对全市4万多栋高层建筑逐栋赋予高楼
消防码，并对每一栋高层建筑按照‘重大、较大、一般、较
低、低’五级火灾风险，实行‘红、橙、黄、蓝、绿’五色预
警。”肖璐介绍，每栋高楼的消防码，都绑定了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消防设施维保单位等信息，做到防患于未
然。

比如今年3月24日，渝中区万科翡翠都会小区物业
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设施维保人员
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一条警示短信。

原来，在该小区消防管网上，安装了消防水压监测终
端，当终端监测到管网水压为零，随即作出报警。接到终
端报警后，渝中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高楼消防”应
用立即自动评估为“较大风险”，并对相关人员作出预警，
很快消除了隐患。

此外，从去年以来，渝北区多个小区的居民在进出居
住大楼时，都会发现在楼栋单元门口张贴了“高楼消防
码”，掏出手机扫一扫，这栋大楼的消防安全基本信息就
会立即闪现在屏幕上。目前，渝北区所有高层建筑“一楼
一码”张贴及系统录入实现了全覆盖。

渝北区共有高层建筑3600多栋，数量位居全市首
位，消防安全情况复杂，风险隐患大。对此，渝北区消防
救援支队主动申请，建设全市“高楼消防”应用建设试点
单位，组建“高楼消防”应用建设工作专班。

按照“最快系统部署、最小投入代价、最佳实战效果、
最大数据共享”的要求，渝北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镇街、
高层建筑管理单位及维保单位等负责人分批次进行消防
培训，并采集高层建筑位置、管理单位、设施维保等多类
信息，以渝北区的地标建筑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碧津塔等
为背景，统一设计制作“高楼消防码”标志牌，在辖区所有

高层建筑的入口处逐栋张贴，消除火险隐患。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表示，“高楼消防”应用试运行

以来，已赋能社会单位5万余家，督改火灾隐患1.7万余
处。接下来，总队将加大应用试运行力度，深化“一楼一
码”、做实“一楼一策”、形成“一楼一长”，实现人与应用系
统有机结合。

推动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

总书记勉励重庆不断探索积累新的经验

“总书记说，‘希望你们不断探索，积累新的经验’，让
我们备受鼓舞！”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汪
浩，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我们深感推动数字
化城市运行和治理工作责任重大。”重庆市大数据发展
局应用推广处处长罗颖说，目前三级治理中心的市级
治理中心正在提速建设，升级了数字驾驶舱、掌上指挥
室等3个核心功能模块，以及任务中心、事件中心等12
个重点能力组件，建成城市体征指标专题库，形成体征

“一键查”、事件“总枢纽”、风险“一张图”、城市“体检
表”。

区县治理中心建设方面，目前工作平台全面上线，基
础组件覆盖全市所有区县，已完成首轮55万项业务事项
梳理，谋划上线特色应用181个，受理任务事件12.3万
件，办结事件10.1万件、办结率达到84%。

同时，基层治理中心已实现全市镇街全覆盖，接
入 1.12 万个村社、6.53 万个网格的地理信息数据，
8670万余条“一标三实”数据，完成116个示范镇街L2
级实景图建设，其中网格上报事件 386 万件，办结
385.6万件。

4月10日上午，九龙坡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平台
大屏幕上，跳出一则提示信息：“陶家镇铜陶北路，一辆渣
土车违规上路……”平台自动将信息发送至九龙坡区城
市管理局、九龙坡区住建委等多个部门，上述部门工作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以来，三级治理中心上线“渣土车
监管一件事”应用，整合全市建筑施工工地、交通路口等
600多处路前端智能设备，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精确识别
渣土车违法违规事件，实现24小时市内主要通行道路全
天候、全覆盖监管，让渣土车冒装违规事件的办理时效，
从“按周计”提升为“按小时计”，事件处置率从20%提升
到90%。

“渣土车监管一件事”应用，正是三级治理中心搭建
重大综合应用场景，增强市、区县、镇街三级协同实战能
力的写照。

“实现‘市、区县、镇街’三级高效联动，这是我们落实
总书记嘱托，做好城市数字化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三级
治理中心运行的核心要义所在。”数字重庆公司副总经理
刘光杰说。

截至目前，三级治理中心已经在市级层面建成“城市
大脑”，初步形成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基本能力；在区县
层面建成“实战枢纽”，实现“有场所、有机制、有专人”；在
镇街层面部署“联勤联动”平台，开发上线智能要素超市、

“一表通”智能报表等应用，大幅提高了城市运行和治理
效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肖乔

重庆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以下简称三
级治理中心）是数字重庆“1361”总体构架中的“3”，也是
我市建设城市数字化样板和最具辨识度的数字重庆“基
石工程”。

“按照‘一年形成重点能力、三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
形成体系能力’目标，三级治理中心建设正在实施‘三步
走’计划。”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代小红说，去年以来，
三级治理中心全面启动建设部署，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有
序起步，特别是建成投用三级治理中心系统，实现了市、区
县、镇街“上下贯通、一体部署”，一批城市运行和治理多跨

场景三级贯通应用，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运行和治理大模
型上线运行。

到2025年，重庆城市整体智治水平将实现西部领先，
三级治理中心高效运转，超大城市数字化现代化治理标杆
基本成型，建成系统全面的数字化业务事项知识库，基本
实现业务事项数字化智能生成，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特别重大多跨应用场景。

到2027年，重庆将建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数字化
样板，城市整体智治水平居全国前列，建成数字文明新时
代市域新范例，三级治理中心权责明确、边界清晰、制度健
全、稳定运行，全面实现城市运行和治理各领域有指标、可
量化、能闭环。

到2027年重庆将建成城市数字化治理“全国样板”

4月23日，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线上城市管理。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