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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生活在一座超大城市中，人的幸福和纠结
常常源于同一种场景。便捷的交通网络，拥挤
的早晚高峰，是城市的一体两面。你感叹于她
的四通八达，也会为高峰堵车烦闷不已。

人在选择城市的时候，会有方方面面的考
量，比如交通、职业、教育、医疗、绿化，等等。但有
时候，往往是一个生活场景的便捷度，决定了人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试想，炎炎夏日，你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不想开车遇堵，决定乘地铁回家，但
公司距离地铁站步行很远，你走得大汗淋漓。这
时候，一辆摆渡公交车，就是酷暑里最大的慰藉。

在重庆公交集团，有一块大屏幕，清晰呈
现站点客流、线网覆盖率等情况。通过这个

“数智”系统，他们发现李家沱到轨道交通麒龙
站的人很多。为此，他们立刻开通了区间车，
满足市民“最后一公里”的需求。而下班的你，
踏上的正是这一班因大数据而增设的区间车。

城市，因数字而聪明，更因人而生动。“数
字”二字很抽象，但落脚到城市中，便是一个个
场景的智能化、便捷化。比如，节假日，嘉陵江
畔车流人流剧增，智能交通系统实时感知，信
号控制系统立即自动调整信号灯时长，及时缓
解交通压力。再比如，在“渝快办”上，打开“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孩子的户口、医保卡可以直
接邮寄到家，一次都不用跑。

这些时时可见、处处可感的场景，便是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个缩
影。超大城市，意味着富集的资源禀赋，也面

临多元社会结构、多样利益诉求对治理难度的
不断抬升。对待这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治
理者尤其需要一个“超级大脑”，让信息“一屏
掌握”，指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

重庆，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超大城市：
8.24 万平方公里、3000 多万人口。数字化变
革，就是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的破题之道、实现路径。

今年4月，总书记来到重庆，特地去看了
“城市大脑”。不久前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动形成
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就在上
周四，重庆召开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梳理成
果、提炼经验、作出部署——乘势而上加快形
成数字重庆基本能力，加速打造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示范区。

什么是“基本能力”？城市规模越大，要素

流通互动的节奏越快，越需要提升重大任务多
跨协同落实能力、重点工作高效运行处置能
力、党政机关核心业务日常工作履职数字化支
撑能力、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解决服务能
力，让数字化变革成为超大城市治理“标配”。

数字化变革，不只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
责任。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走到今天，必须
找到一种技术工具，让城市运转实现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以治理效能提升满足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数字重庆建设，正是通过完
善市级层面的“城市大脑”、区县层面的“实战
枢纽”、镇街层面的“联勤联动”，实现三级贯
通、高效联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整体跃升，让

“一件事一次办”成为一种日常。
城市越大，越要关照人的感受。打造一座

为人民而建、因人民而智的现代化之城，是一
种不可辜负的时代使命。

城市越大城市越大，，越要关照人的感受越要关照人的感受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体育的赛场里，荣光不一定只属于胜
利者。

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胜负随之而
来。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备受期待的
中国选手覃海洋虽无缘奖牌，但随即投入
到了后续比赛的准备中；在女子重剑个人
赛中，上届冠军孙一文无缘十六强，“孙一
文遭误判”话题迅速发酵，她本人则表示理
性看待输赢。

坦然面对输赢，也是一种“赢”。既然是
比赛，就一定会决出高下，竞技运动的吸引力
与残酷性皆在于此。奥运赛场所集结的，恰
恰是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竞争必然是失
之毫厘、差以千里。而他们的“顶尖”，是一种
体育技艺的完备和卓越，更是一种竞赛心态
的开放与平和。

就以孙一文为例，赛后受访时，她说“我
认为最后一剑对手并没有刺中我”，一旁观战
的美国队教练也认为最后一剑应判无效。不
论是否“误判”，孙一文都能坦然面对——“击

剑对我而言，已经不仅是取得荣耀”“不畏惧
困难，不害怕失败，一直向前，一直勇敢，一直
为热爱奋斗”。尊重规则、尊重竞技，这便是
一个成熟运动员的稳重与坚定。

这场关于“误判”的讨论，让人想起另一
个关于“偏袒”的争议。东京奥运会上，体操
名将肖若腾在男子全能赛中表现出色，却负
于东道主选手。这一结果，不仅让国内公众
质疑裁判不公，多位体操名将亦对此发声。
肖若腾本人却说，自己“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主要是跟对手比思想包袱、意志品质”。彰
显实力、彰显风度，这便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
冷静和理智。

能够坦然面对输赢的人，本身就已经是
赢家。他们赢在不为眼前的得失所困，迅速
调整状态迎接下一场比拼；他们赢在不以输
赢去衡量热爱，用一路走来的汗水和坚韧诠
释心之所向；他们赢在失了分数但不失体面，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尽显自信和格局。取得胜
利是宝贵的、可喜的，敢于直面遗憾、笑对风
云，更是出色的、精彩的。

正是这些鲜活的侧面，构成了奥运会竞
技之外的魅力，也在赛场之外给普通人带来
鼓舞。一次比赛也好，一场人生也罢，胜负得
失向来交织相成，人人都要学会坦然面对输
赢。这，是体育精神教给每个人的道理。

普通人也能在奥运中得到鼓舞

□冯海宁

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
在网络商城销售《员工自愿自行缴纳
社保协议书》或类似的承诺书、申请
书，声称公司和员工签署后就可以不
给员工缴纳社保。有商家称，此类协
议书只要公司与员工签字盖章，就受
法律保护。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自行缴社保
协议”已涉嫌违反法律法规。我国劳
动法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我国社会保险法也明确，职工应当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并具体规
定了如何缴纳。

可见，参与社保不是哪一方的责
任，而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责
任。这是一种基本常识，更是一种法
定义务。然而在现实中，部分企业要
么通过“自行缴社保协议”等手段逃避
责任，要么以现金“补偿”社保。部分
员工也因法治观念淡薄、对社保认识
不够等，自愿或被迫接受某些不合理
要求。

回到上述事件来看，不禁要问一
句，“自行缴社保协议”的生意为啥有市
场？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为员工缴
纳社保就意味着一定的经济负担。为
了降低用工成本，一些用人单位利用

“强势”地位，强制或诱导员工放弃社保
权益。从员工的角度来看，不缴纳社保
中的个人部分，账面上的工资收入看起
来就多一点。有的劳动者为了眼前的
利益，与用人单位达成“默契”，主动脱
离了社保缴纳的“正轨”。

须知，所谓的“自行缴社保协议”就
是在向法律叫板。而且，不仅是用人单
位、劳动者在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叫板，还是不法
商家在与我国电子商务法叫板。我国电子商务法
第十三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销售或者提供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自行缴
社保协议”显然就属于不得销售的商品。

对此，各方应共同行动起来，形成合力撕碎这
一份份“自行缴社保协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做
好风险提示工作，向用人单位、劳动者说明此类协议
的不合法性、不合理性，并明确告知不缴社保等行为
的后果；同时，也可以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督促电
商平台下架此类商品、对相关商家予以适当处罚，共
同打击此类与法治背道而驰的乱象。

缴纳社保，不仅是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劳动者，贪图一时的小利，将
会给自己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面对
用人单位发来的种种“协议”，要提高法治意识、维
权意识，不该签就千万别签，该举报就及时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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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里的攀比之风

高考结束，“准大学生”家长们的荷包开始缩水。学穿搭、去旅行、置办电子产品……“准大一
账单”不仅长，而且“水涨船高”。医美护肤“配置要全”、毕业旅行“越走越远”、电子产品“缺一不
可”，攀比之风与奢侈之风在账单里若隐若现。

点评：毕业生在大考后有点物质“追求”，本无可厚非。不过，“准大一账单”也是摆在毕业生
们面前的一张财务观考卷，考察其能否理性消费、是否节俭朴素。“准大一账单”不能成了“攀比账
单”，毕业生应与家长做好沟通、量入为出，避免陷入消费主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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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崔曜）7月 29日，记者从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获悉，按照有关要求，结合本
轮降雨分散面广、过程量大、局地极端
的特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全
市防汛Ⅲ级应急响应。7月29日17时，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万州、梁平、忠县、
开州、奉节、黔江、彭水、酉阳、云阳、石
柱、巫溪、巫山、秀山、垫江、长寿、城口、
武隆、丰都、涪陵19个区县升级为防汛

Ⅱ级响应。
由于夏季“鸡窝雨”特征明显，时间

短、强度大、突发性强、监测难度大，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要根据本地临
灾预警，结合本轮降雨实况，及时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关键少数”坐镇指挥。督
促各镇村领导在岗指挥调度，落实预警
叫应、应急转移和及时熔断等务实管用
措施。

另一方面，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

求加密监测预警，紧盯 6 小时、2 小
时预警信号，高等级预警要通过应急
广播、敲锣、大喇叭、敲门入户等方式
确保“叫应叫醒”；加强会商研判，高
风险区域要按照“提早、扩面、白天
转”要求，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
转移，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
尽转。

根据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区县及部
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管控，开展部门检

查、乡镇巡查、点位排查，督促相关责任
人到岗到位，特别加强对防洪薄弱点、山
洪危险区、重要水利工程、易涝积水点、
三峡危岩地灾和港口航道等重点部位的
巡查排查；

此外，市应急部门视情前置救援队
伍和物资装备，做好高风险区域、重要点
位带装巡逻巡护，及时有效开展先期处
置，紧急情况要果断采取“熔断”管控措
施，确保安全。

重庆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万州梁平忠县开州奉节等19个区县升级为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7月29日16时，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
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29日20
时至7月30日20时，巫溪县、云阳县、开
州区、万州区、忠县、黔江区属于风险很
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Ⅰ级
（红色预警）。

此外，城口县、奉节县、石柱县、丰都
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属于风险高
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Ⅱ级（橙

色预警）。
巫山县、涪陵区、垫江县、梁平区、

武隆区、沙坪坝区属于风险较高地区，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Ⅲ级（黄色
预警）。

长寿区、江津区、綦江区、万盛经开
区、南川区、潼南区、大足区、铜梁区、璧

山区、永川区、合川区、北碚区、巴南区、
渝北区、渝中区、南岸区、重庆高新区、九
龙坡区、大渡口区、两江新区属于有一定
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Ⅳ
级（蓝色预警）。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
发布红色预警后，预警区域应加强地

质灾害易发地段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
查、监测、预警；相关区县及有关部门
应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应急
抢险处置工作；预警区域所有临坡临
崖临水临沟的居民应该加强警惕，做
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出现，要及时
避让撤离。

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巫溪等6个区县风险很高

7月29日，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黄
桃基地，村民正在将采摘的黄桃运输到
分拣厂。

当前，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的黄桃
迎来成熟季，金灿灿的黄桃挂满枝头。
据了解，该村种植黄桃 3000 余亩，选自
国内优良晚熟品种红心黄桃，通过多年
有机种植和精细化管理，今年预计产量
达 30 万斤。黄桃产业不仅带来了经济
效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和发展，为
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渝北区千盏村：

3000亩黄桃丰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请注意文明经营，门口的垃圾
及时清运。”7月27日，渝中区朝天
门街道白象居社区，潘高建像往常
一样，穿梭在白象居的各楼层，对楼
宇内的商贩、民宿，进行巡逻宣传。
这栋25层楼高的老旧居民楼，因其
周围魔幻的山城地形，成为渝中区
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楼栋里不仅住
着500多户居民，还经营着文创、美
食、民宿等业态。

去年，潘高建组建了“白象好街
坊”志愿服务队，充实由社区物业、
居民、新兴力量等人员构成的网格
N力量。身为队长的他，每天奔波
在各楼道间，协调矛盾、文明劝导、
排查风险，居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

“大家长”。

居民自发成立志愿服务队

小商贩占道经营，游客肆意喧
哗，过去，由于缺乏管理，游客活动
时常影响白象居居民的日常生活。
居民与商户、游客间矛盾突出，关系
最紧张时，甚至有居民自发将白象
居围了起来，禁止游客进入。

社区要发展，搞“一刀切”将游
客堵在门外并不可行。“我们在走访
中也发现，困扰居民的并不是游客，
而是旅游点的无序管理。”白象居社
区负责人说。游客、摊贩怎么管？
楼栋安全又该如何维护？面对这些
问题，社区在多轮协商后，决定采用
居民自治的方式加以解决。

去年，50出头的潘高建组织居
民成立了“白象好街坊”志愿服务
队，很快就召集了20多名队员。除
了日常巡逻，遇上矛盾纠纷等突发
情况，潘高建和队友们也会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处置，尤其是节假日客
流高峰期，他们几乎24小时待命。

调解矛盾让居民住得安心

“潘队长，游客声音太大了，吵
得我觉都睡不着。”去年国庆长假，
潘高建接到居民彭婆婆的投诉。彭

婆婆家的窗户斜对着游客打卡点，
潘高建赶去时，几名游客正在轮流
拍照。

“美女帅哥们，小声点，现在是
午休时间。”潘高建上前劝导，却被
其中一位小伙子挡了回来，“你又没
有执法权，凭什么管我们。”

“我是这里的居民，我也有权利
维护自己的居住环境。”面对游客的
不理解，潘高建仍面带微笑，耐心劝
导。几番沟通下来，游客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不文明，主动放低了声音。

为了减少居民与旅客、商户间
的摩擦纠纷，潘高建还设计了主客
分流的通行方式，将游客和居民的
出入通道错开，又组织商户签订了
《白象居商户自治管理协定》，对占
道经营处罚、营业时间等进行了规
定。渐渐地，商户和游客们都自觉
遵守公共秩序，“现在午休再也不怕
吵，楼道里也没有随意摆放的货物、
摊位，过上过下再也不打挤了。”白
象居住户纷纷为环境的改变点赞。

志愿服务让游客玩得舒心

从白象居空中连廊望去，横跨
长江的过江索道来回穿梭，《火锅
英雄》《少年的你》《隐秘的角落》等
多部热门影视作品都曾在此取景，
让这里成了众多游客喜爱的打卡
地。

今年“五一”，潘高建在连廊天
台帮游客拾捡手机的视频在网上蹿
红。

当天，一位外地游客站在连廊
上用手机探出去拍照，一不小心，
将手机掉在连廊外的天台上。连
廊位于15楼的高空，外侧天台没
有加装防护设施，游客四处找人帮
忙，急得团团转。这一幕，恰好被
巡逻路过的潘高建看见，他翻身一
跃，跳过连廊，来到高空天台上，经
过几次尝试，终于帮游客捡回了手
机。

“白象居是渝中区的一张名片，
除了维护游客秩序，我们也会开展
旅游咨询、旅游引导、行李寄存等便
民服务。”潘高建说。

自服务队成立以来，潘高建和
队友们累计服务游客超20万人次，
在“五一”、国庆等旅游高峰，日均引
导疏散人流超1.5万人，让居民住
得安心，游客玩得舒心。

白象居“大家长”潘高建组建志愿服务队
化解游客和居民矛盾——

让居民住得安心 游客玩得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