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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陈文静——城市治理“晒亮点·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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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高家花园大桥、寸滩长江大
桥、大佛寺长江大桥……挂上迎春
灯饰，车水马龙的跨江大桥是重庆
独特的风景。有些跨江大桥建设
时间久远，每天通行的车辆络绎不
绝，大车流量对桥梁健康有无影
响？

从专业角度看，这种担心有些
多余。在重庆市市政设施运行保
障中心的大屏幕上，一侧是大桥的
实时图景，一侧是大桥应力、挠度、
温度、位移等数据，跨江大桥结构
运营状态监测系统忙碌地更新着
各项数据，任何细微变化都逃不过
系统的监测。

作为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
模最大的城市，重庆强化数字赋能
和“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不断提升
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见行动有成效，让市民安全感足、
满意度高、幸福感强。

数字化管理
让城市有韧性抗风险

桥梁自身的数据从何而来，秘
诀来自桥梁上装有近百个传感器，
它们是超强算力的基础，光一座跨
江大桥一天产生的数据量超过10
万条。一旦传感器采集数据超出
预设值，系统就会发出预警。

供水量、供水管网压力值、进
出厂水质监控等实时数据滚动刷
新；市民投诉内容、管网水流方向、
流量分布以即时图表的方式呈

现。在两江新区悦来水厂指挥中
心，智慧水厂已见雏形……

在渝中区城市无害化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关注
化粪池安全监测系统，渝中区每
处化粪池的定位、编号、报警状态
等情况在此一目了然。在九龙坡
区谢家湾街道劳动二村，两个外
形酷似熊猫的机器人“脸上”还显
示着密密麻麻的数据：一氧化碳、
氨气、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浓
度。在重庆，化粪池有了“守护
神”，24小时监测着城市的“隐秘
角落”。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基础
设施是它运行的“生命线”。在重
庆，数据让“水电气讯路桥隧轨”等
基础设施有了“生命体征”。即使
面对各类风险，基础设施的可靠和
稳定保障了城市的韧性，提升了城
市的安全水平。

当前，我市正推进城市体征指
标数据归集和运行态势实时监测，
健全“水电气讯路桥隧轨”安全运
行保障机制，力争“设施运行”板块
建设走在前、作表率。今年内力争
实现“工程渣土治理利用”应用全
市贯通运行，“渝畅停”应用中心城
区贯通运行。

“管家”在身边
服务百姓零距离
“孩子在凤鸣山小学读书，冬

天放学晚了，回家途中的路灯不
亮，我们很担心小孩的安全。”

“有些业主在金阳易诚国际小
区的空地里种菜，施肥搞得臭气熏

天，你们城管一定要管下……”
在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天

路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派驻到街道的
执法人员接待前来反映问题的居
民，有呼必应，有诉必理。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
了，一定要来给你们点赞。”除了来
反映问题的居民，也有居民前来对
城管队员表示感谢。此前一下大
雨，凤天大道绿化带泥土就会被冲
出来。居民向社区“管家”反映后，
一个月内，绿化带和人行道就修复
了。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城管执法力量
下沉到社区，可以更加贴近居民生
活，提高老百姓对城市管理的满意
度。

2023年10月，市城市管理局
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群众
面对面”行动以来，全市城市管理
部门将“城市管理进社区”融入超
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等重要任务，人
员、事项、保障有力下沉的工作格
局初步形成，城管、自管、共管协同
发力的工作机制有效构建，管理、
服务、执法创新融合的工作场景成
效明显。

山城“颜值”更高
市民幸福感更强
“沿线花香扑鼻，中途还可以

休息喝水，停下来可吹江风看江
景。”骑行爱好者汪友成是两江新
区礼嘉山城绿道的常客，每个周末

骑行非常惬意。
作为我市首条骑行环线，不少

市民走出家门来此享受运动的乐
趣，不管是在骑行道上纵览绿意，
或是在滨江步道上放慢生活节奏，
抑或在竹林轮渡的桨声灯影中感
受山水韵味……在重庆，山城绿道
建设连续两年被纳入民生实事工
作，绿道就像城市的项链，打破围
墙的隔阂，将原本孤立的公园、广
场、步道串珠成链。

波浪般起伏的地面被铺装上

泵道，滑板、小轮车等可“翱翔”其
上，斜坡、急转弯等“关卡”增添运
动挑战性……去年建成的大渡口
区浪潮公园颇受欢迎。“公园里的
泵道特别好，颜色鲜艳、形式新颖，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到此游玩的
市民游客赞不绝口。

繁华与喧嚣之中，小而美小而
精的口袋公园装满了居民的幸福，
它们好比城市的“绿洲”让市民群
众“推门见绿，移步入园，转角见
美”。去年，我市建设了100个口

袋公园，还对100个现有公园进行
适老化和适儿化更新提质改造。

近年来，市城市管理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科学、生态、节
俭的绿色发展之路，以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创建为统领，年均增长城市
绿地2000余公顷，3分钟入园成
为百姓生活常态，山城“颜值”更高
市民辛福感更强。

图片由重庆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
提供

见行动有成效 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安全感足 满意度高 幸福感强

重庆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在查看桥梁结构运营状态

大渡口 找准生活“小切口”做实城市治理“大文章”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去年以来，大

渡口围绕“积极探索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要

求，持续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从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着眼，从提供人性化、

可感知、有“温度”的服务入

手，选好“小切口”，找准“关

键点”，倾力圆梦百姓心愿，

全力服务区域发展，不断提

升城市治理水平，努力构筑

宜居宜业“人民之城”。

整治提升让城市窗口更亮丽

作为中心城区两江四岸滨江
道路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滨路，
将老重钢、钓鱼嘴、小南海三大区
域紧密相连，是大渡口区重要的北
向出区通道。

近年来，大渡口大力实施“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不断完善
大滨路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为民
众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大滨路沿线的
整体品质，大渡口投资约8000万
元，启动了大滨路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工程。工程从马桑溪隧道起，至
黄桷堡隧道止，全长约16公里，建
设内容包括人车行道改造、设施提
质、绿化亮化、秩序优化等。

伴随着2022年9月开工投建，
大滨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嬗变。
原有人行道变成了多彩步道，沿线
新栽蓝花楹，设置七彩栏杆，同时
巧妙地将音乐小品融入观江平台
及步道，精心打造具有全市辨识度
的最长骑行道、半马赛道和滨江休
闲绿道。

不仅如此，多彩健身步道还巧
妙地串联起大渡口多个热门打卡

点。沿途而行，市民游客欣赏白居
寺长江大桥的壮丽景色，领略“8D
重庆”的独特魅力；走进古色古香
的义渡古镇，感受三街九巷承载的
历史韵味；登临揽江阁，远眺群山
环抱、大江奔流，观赏水陆空交通
工具“世纪同框”的独特风景；步入
牛栏坝沙滩，尽情享受戏水、玩沙
的乐趣……

工程同步在沿线建成小微停
车场7个、停车位1066个，新增路
内停车位 1647 个，配备公厕 14
座，规范设置白居寺超级夜市、智
跑大本营集市，引导200余家流动
摊贩有序入市经营，升腾“烟火
气”、更添“文明味”。

改造后的大滨路焕然新生，迅
速蹿红为重庆主城热门的打卡线
路。冬日，红蓝相间的步道和五彩
斑斓的栏杆在暖阳下相映成趣，宛
若绚丽彩带串联着江边美景，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休闲健身。

“直收直运”助垃圾分类更高效

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变废为
宝、利国利民。去年，大渡口持续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积极
探索生活垃圾“直收直运”，不断规

范生活垃圾前端收运管理，进一步
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环卫工人走街串巷，利用小型
运输工具将收集到的生活垃圾运
送至就近垃圾转运站，再集中由垃
圾转运车运送至中转站中转处理，
是多年来垃圾收运的普遍方式。

“传统收运方式环卫工人劳动
强度大，收运效率低，垃圾运输途
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且位于居住
区周边的垃圾转运站不仅影响环
境，也存在噪声扰民。”大渡口区城
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大渡口按照垃圾、车辆、要求、
去向“四不同”原则，全面推行企
业、车辆、时限、点位“四定”收运模
式，建立分类收运队伍，备案分类
运输车辆，设置厨余垃圾中转站、
其他垃圾中转站各1个，实现生活
垃圾从“收集点—中转点—处置
点”的全过程分类收运。

在52个居民小区、公共机构
试点“公交车式”生活垃圾直接直
运模式，通过投放点撤桶并点、收
集点关停升级、直运接收点定时定
点收运等方式，每天由物业保洁人
员根据厨余和其它垃圾不同收运
时段，提前将垃圾桶转运到直运接
收点，并在完成收运作业后进行撤

离和清洁消杀。通过直接直运关
停垃圾站9座，淘汰三轮车、板板
车等不规范收运设施12辆。

同时，推行厨余垃圾收运免费
进小区。建立生活垃圾分类不达
标退回机制，对采取了分类措施并
有一定效果的小区和单位，建立分
类收运台账，按照不同类别垃圾、
不同时段收运原则，安排运输车辆
分批错时进小区对厨余垃圾实行
免费收运，倒逼物业企业落实生活
垃圾管理责任。

截至目前，大渡口日均收运生
活垃圾330余吨。其中，日均收运
其它垃圾260余吨、家庭厨余垃圾
70余吨，全部实现应收尽收、日产
日清，厨余垃圾分出率达30%以
上。

“口袋公园”为城市生活添绿意

利用城区高楼大厦之间的边
角地、零碎地、闲置地建设的“口袋
公园”小巧精致，是城市绿化的重
要补充。近年来，一座座口袋公园
在大渡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见缝
插针地美化和便捷着大渡口人的
生活。

只要不下雨，位于双城路、山
川路的双林口袋公园总是游人如
织。这座典型的口袋公园在改造
前高差较大，硬件老化、植被凌乱、
通行不便等一系列问题，让附近居
民的休闲娱乐意愿难以满足。

2024年，大渡口区城市管理
局对公园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充
分考虑场地特色及周边资源，新设
置的健身器械、休闲座椅、劳动者
港湾等，赋予了公园多元化的功
能。利用坡地优势建设的坡地迷
宫和“魔方”设施，更是让各年龄段
的居民都能在此找到“耍事”。

近年来，大渡口以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为契机，大力推进最贴
近民生需求的口袋公园建设，聚焦
见缝插绿、功能提升、全龄覆盖，持
续优化均衡城市绿地，织补拓展绿
色公共空间，以文塑园打造休闲地
标，全力打造“小而美”“全而精”的
口袋公园升级版，让“方寸之地”尽
显“民生幸福”。

截至目前，大渡口已累计建成
开放口袋公园32个，通过设置运
动球场、开辟儿童活动区域、拓宽
桥下空间……一个个边角空间实
现华丽变身，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
憩场所，更以独特魅力刷新了城市
颜值。

大渡口正积极探索建立口袋
公园共建共享利益联结机制，充分
发动群众参与“家门口公园”的规
划建设管护，设立文明劝导、清扫
保洁、绿植管护等志愿服务岗位，
最大限度激发各方积极性，让口袋
公园成为市民的美好家园，真正实
现“开窗见绿、出门入园”。

张锋 彭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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