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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应急局、
莲花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创建“华熙LIVE重大
活动安全保障‘综合查一次’运用场景”，对辖
区3家企业开展跨部门“综合查一次”联合检
查。“以前要接受多个部门轮番检查，如今可以
一次迎接多部门、多项检查。”受检企业负责人
点赞当地推行的“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
查。这是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探索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的生动写照。

去年起，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加快
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构建起适
应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市场监管新模式，创
新构建“执法队伍、事项、监管、监督、平台”五
位一体改革体系，切实推动执法效能与经营主
体获得感实现双提升。

打破壁垒
构建协同执法新体系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难点之
一，在于科学合理地配置部门间的执法监管资
源，既要打破条条、条块行政壁垒，又要强化执

法协同。
2024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文件，明确将

食盐专营、商务、校外培训机构管理领域248
项行政处罚事项以及与之相关的2项行政强制
措施，划转市场监管部门。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每项划转事项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梳
理，编制形成《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行
政权责事项清单（新增事项）》。截至目前，全
市市场监管领域共有行政执法事项1697项，
占全市执法事项总数的15.37%。

强化与各部门的执法联动协同，是执法方
式从“多头执法”迈向“多跨协同”的关键。市
市场监管局在全市率先完善“管执”协同工作
机制，与执法事项划出部门共同建立健全会商
协作、投诉举报信访、线索处置、信息共享等5
项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管执分离”向“管
执协同”迭代。截至目前，已与商务、教育等行
政部门联合开展行政检查232次，接收移送案
源线索55条，联合开展执法135次、办理案件
53件。

“改革不是简单的物理整合，而要产生化
学反应。”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
健全完善全系统三级全覆盖的监督体系，对行

政执法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同时，创新
建立“三书一函”（《挂牌督办通知书》《约谈通
知书》《整改通知书》《提醒敦促函》）监督制度，
综合运用挂牌督办、行政建议、提醒敦促等方
式，推动执法效能提升。

信用赋能
打造精准监管新模式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效能，
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健全构建信用体系，实现对
企业的精准监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打通信用信息共享堵点。市市场监管局
全链条闭环式推进信用提升三年行动，联合市
发展改革委编制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
编制联合惩戒措施工作指引，规范失信惩戒；
推进信用修复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升修复便利
度；编制信用合规建设指南，引导经营主体防
控信用风险。深化“渝悦益企报”集成改革，注
重从“信用+服务”“行业+模式”“平台+共治”
等角度挖掘工作创新“小切口”。

构建分级分类标签体系。市市场监管局
研究制定“领域—行业—业态—细类”四层分
类标签体系，并备注风险等级、沙盒监管等差
异化指标，优化“承诺信息记录公示—守诺情
况核查—不实承诺处理—失信惩戒—信用修
复”管理闭环。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分级结
果、行业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导向进行分级，
形成多维度分级体系，提升信用画像精准度。

推行精准监管实现检查“瘦身”。市市场

监管局以2024年开展涉企检查情况为数据基
础模型，测算出2025年按传统模式开展计划
内涉企检查频次，结合企业分级分类标签进行
数据筛重，通过“业务类型”和“检查类型”双类
型比对整合，有望实现涉企检查降频30%以
上。

“综合查一次”不仅解决了基层多头检查
的困扰，也提升了风险处置能力。以巴南区市
场监管局为例。其通过开展多跨协同“综合查
一次”，既降低了涉企行政检查频率，又避免隐
患反复整改、反复出现。据统计，今年以来，该
局“三品一特”安全领域已通过行政检查发现
隐患881个、完成整改闭环861个，通过AI巡
查发现隐患2万余个、整改率99%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市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打
造“山城有信”监管服务微信小程序，进一步
深化信用监管的数字化应用。通过创新经营
主体“信息码”、重点商品“溯源码”、重点人员

“警示码”、信用监管“健康码”，整合信息查
询、信用管理、消费维权、智慧监管等功能，开
通线上办事、云上维权、法治宣传等专栏，建
成“一键扫码、一码明信、一体监管、一流服
务”信用综合运用场景。截至目前，已为经营
主体赋码服务373.96万户，点击量超1亿次。

数字化助力
实现执法效能新飞跃

为提升执法效能，市市场监管局以数字化
为引领，推动企业入驻重庆市“执法+监督”平

台，致力于实现检查“瘦身”，提升执法质效。
查什么、谁去查、怎么查、结果如何用？这

道困扰基层执法多年的“四查之问”，在重庆有
了数字化解法。

建立数字场景实现一单通查。市市场监
管局根据检查事项谋划配置相应数字场景，通
过明确检查事项、检查对象、检查依据、检查内
容、检查流程，以清单引领“四查”，通过系统整
合为检查反馈一张表单，实现一表通查、一表
通改。

依托数字平台推进“综合查一次”，市市场
监管局推动巴南区“综合查一次”成为市级试
点项目，初步构建“云端部署—掌上执行—闭
环整改”全流程数字化监管体系，运用平台“综
合查一次”功能模块积极推动跨部门联合检
查，在全市率先实现“执法+监督”数字应用

“市、区、镇”三级纵向贯通，实现多跨协同检
查。

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数字赋能推动
市场监管理念、监管方式、监管手段变革，聚焦
融入服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扎实推进数字
市场监管建设，全面提升多跨协同落实能力、
高效运行处置能力、核心业务数字化履职能
力、“大综合一体化”执法能力，推动市场治理
从被动反应向主动预防、从事后行动向事前预
警、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型，以效能提升
推动工作提速、发展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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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 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 实现执法质效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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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顺利贯通！”4月24日上午11
时，随着最后一声爆破轰鸣，由中铁
建重庆投资集团参建的渝湘复线高
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彭水隧道
双洞贯通。

彭水隧道进口位于武隆境内，出
口位于彭水境内，左线全长 11135
米，右线全长11094米，为双线特长
低瓦斯隧道。这条左右幅全长
22229米的隧道，为渝东南地区高速
公路第一长隧。它的贯通，将为今年
渝湘复线高速全线通车按下“加速
键”。

在“云端”凿出“空中走廊”

“这 1500多个日夜，每一天都
是极限挑战。”中铁十二局彭水隧道

项目总工陈杰看着全线贯通的隧
道，安全帽下的面容难掩疲惫与激
动。

陈杰用“恶、大、高、特、脆、紧”六
个字，道出了施工背后的惊心动魄：
隧道如“地质博物馆”，单洞超11公
里，创下渝东南高速公路隧道长度新
纪录，洞内9100米岩溶区暗藏汹涌
暗流，占隧道总长度的82%。此外，
隧道还穿越生态脆弱的武陵山脉腹
地茂云山自然保护区，工期却一刻不
能耽搁。

项目初期，施工队就遭遇“悬崖
大考”。从地面到隧道进口处并没有
现成的道路，面对127米高差、近乎
垂直的悬崖，陈杰带领团队化身“峭
壁飞人”，腰系安全绳、手持凿岩机，
以毫米级精度对崖壁实施“微爆
破”。历时三个月，他们才在“云端”、
近乎垂直的岩壁上雕琢出964米“空

中走廊”，为隧道施工开辟出运输物
资和通行的通道。

施工遭遇“超级水帘洞”

2023年4月，当彭水隧道出口端
掘进到2470米处时，一场“地下洪
灾”突然降临。

持续几天的降雨，地表水与地
下水在隧道里聚集，瞬间裹挟着最
大峰值 40000 立方米/小时的水流
喷涌而出，相当于每小时倾泻16个
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将掌子面化作

“水帘洞”。
为驯服这条“地下恶龙”，陈杰带

领团队与专家们进行攻关，创新性地
提出“泄水洞先行+动态注浆”方案。
他们在平行主洞的侧面，开挖了一条
长3500米的泄水廊道，如同为隧道
植入“排水动脉”，配合三级沉淀池与

智能抽排系统，筑起坚不可摧的防水
屏障。

为“封印”“水帘洞”，施工人员将
一根根长短不一的直径42毫米超前
支护小导管打进隧道顶部，对隧道开
挖进行预支护（即对钢管注浆加
固）。在一个多月的“拉锯战”中，以
每天仅0.6米的进度，才一寸寸啃下
溶洞难关。

整个隧道施工，累计使用超前支
护小导管长达400多公里。

陈杰表示，整个隧道溶洞有近
30处。中铁十二局项目部通过成立

“溶洞地质研究小组”，查阅资料、实
地勘探、研讨论证，才一一破解施工
难题。

成功预警17次涌水危机

除了水患，瓦斯威胁与高温挑
战同样严峻。项目部布下“天罗地
网”：485 个瓦斯传感器 24 小时值
守，236台设备完成防爆改装，三级
断电控制系统严阵以待；洞内常年
如“火焰山”，37℃高温，如同“蒸桑
拿”，项目团队每天消耗10余吨冰块
进行物理降温，并配合巨型风扇与
通风管道，硬是将作业温度降至
23℃—25℃间，为施工人员撑起清
凉的“保护伞”。

从岩溶洞穴到煤系断层，从突泥
涌水到瓦斯隐患，中铁建重庆投资集
团和中铁十二局彭水隧道建设团队，
通过采用智能建造和先进的施工设
备，成功对128处岩溶洼地、9条暗河
实施毫米级监测。凭借这套“智慧天
眼”系统，让项目团队成功预警17次
涌水危机，顺利穿越岩溶洞穴20余
处、煤系断层5处，让施工人员得以
提前布防，化险为夷。

建“空中走廊”、“封印”地下暗河、布下监测“天罗地网”——

渝湘复线高速最长隧道贯通

■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见习记者 侯月

空地长满荒草、垃圾成堆；路旁停满
车、走路要侧着身子；路面坑洼不平、一
脚踩下溅起一身泥……

8年前，家住重庆高新区曾家镇龙荫
小区一楼的居民李女士，因难以忍受小
区的脏乱差，搬到了6公里外的商品房小
区。没想到今年初，她又搬回来了，还翻
新装修了旧房子。令人称奇的是，像李
女士这样搬走又搬回来的，在这个小区
还有20多户。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忧居之痛
小区环境每况愈下，居民怨声四起

龙荫小区，是大学城首批纯安置型
开放小区，面积0.5平方公里，有64栋居
民楼，其中步梯房61栋、电梯房3栋，常
住人口2615户8079人。

“当时为了修建重大、川美、重师等
高校，原虎溪镇、陈家桥镇和曾家镇好几
个村的村民安置搬迁到了这里。”跟父母
一起从虎溪搬来的李女士记得，2005年
刚入住时全家都赞不绝口——7层小楼
外观设计洋气，楼间距大，绿化率高。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弊端逐渐显露
出来：居民入住之初没有专门的物业公
司维护管理，加之居民素质参差不齐，小
区环境每况愈下。

拿小区里的高大乔木来说，因长期无
人修剪，最高的长到20多米，每逢刮风下
雨，高层住户便担惊受怕。空地荒草丛
生，滋生大量蚊虫，夏天甚至还有蛇出没。

随着小区的私家车日渐增多，车辆
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的现象尤为突
出，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挤，行人难
以通过。

更让人头疼的还有一楼污水倒灌、
顶楼漏水等问题。80岁的周婆婆四代同
堂，住在7楼，一提起这事就有诉不完的
苦：“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地上拿盆
接雨水，床上盖塑料布，有时三间都漏，
就睡客厅。”

龙荫社区书记田杰2020年刚被调到
这儿时，心头是发怵的，走在路上，居民
都拿怨恨的目光看着她，有脾气暴躁的
还要骂上几句，“不怪他们有怨言，环境
这么差，日子怎能舒心呢？”

启动改造
20米高树移栽遇阻，院坝会解心结

转机出现在2022年，市住房城乡建
委宣布启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277
个。

“一定要努力争取到政策。”田杰带
着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在日常入户走
访中收集居民存在的问题后，由社区向
上级党委、政府递交了改造小区的报告。

经过相关部门多次走访调研，实地
查找问题、收集群众意见，龙荫小区被纳
入高新区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并
被列为市2023年度重点民生实事之一。

2300多万元的改造资金到位，终于
可以启动改造了。田杰万万没想到的
是，改造还没开始就遇到了阻力。矛盾
最突出的是树木移栽修剪，80%的住户同
意，少部分住户却强烈反对，甚至在施工
车开进小区后跑去拦车。

田杰发现，反对的住户都住在低楼
层，树木长高对其影响不大，他们认为树
木种在自家窗外，便是属于自己的财产。

于是，社区发动网格员、楼栋长，召
开了数十次院坝会，进行政策宣讲，有个
别住户不到场，便到居民家中进行沟通
交流。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解，反对的
居民也慢慢同意了。2023年3月，小区
改造全面启动。

焕新蝶变
收入反哺小区建设，外迁户争相搬回

怎样改到群众的心坎上？田杰说，
社区组织了多场改造意见征集会，大家
积极参与，从设施布局到绿化规划，提出
了不少切合实际需求的想法，这些建议
基本都被采纳。

某栋楼下的空地，最初设计是打造
绿化带。有居民提出：“小区绿化率已经
很高了，停车位却很少，能不能硬化后变
为停车位？”“意见很好，马上采纳。”

这样的“居民点单”式改造还有不
少：社区加围墙后改造为封闭式，阻止外
来车辆乱停乱放；新增17张乒乓球台、26
套健身器材、1个篮球场、2个羽毛球场。

改造后的小区焕然一新：所有路面
铺设沥青，并增加排水系统，再也不担心
积水；新增太阳能路灯407盏，解决夜间
照明问题；安装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座椅
56套……

为解决停车难充电难问题，小区新增
停车位680个、电动车充电桩20个、电瓶
车充电桩80个。通过征集居民意见，收取
停车秩序维护费标准为1000元/年，收取
的公共收益则用于小区建设，包括提升小
区微景观、新增休闲设施等，部分收益还
以福利形式回馈居民，比如今年春节给每
户居民发放食用油，还新建了几座凉亭。

随着环境改善，大家的心态也悄然
发生变化，居民自治行动不断涌现。原
先喜欢乱丢垃圾的，如今再也不好意思
随意丢弃。党员代表带头组建“先锋巡
逻队”，劝导不文明行为。社区推动、居
民参与“共建提案行动”，尤其是“楼道杂
物清理”提案得到广泛响应，30余名居民
当起了志愿者，楼栋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现在的环境跟花园洋房也差不
多。”不少像李女士一样的外迁户，看见
改造后的小区面貌后纷纷“回巢”。

4月22日一大早，前来参加社区免
费体检的周婆婆特意来到田杰的办公
室：“昨晚下这么大的雨，家里都好好的，
娃儿打算再粉刷一遍，好好收拾收拾。
特别感谢你们！”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田杰介绍，下一步社区还将争取支持，针
对外墙砖脱落、电气管线老化等进行改
造，未来考虑把加装电梯提上日程。

安置房小区变身记——

老旧小区像花园洋房
搬走的居民又回来了

③渝湘复线高速是重庆高速公

路建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综合建

设难度最高的项目之一，途经巴

南、南川、武隆、彭水、酉阳5个区

县。

今年1月，巴南至武隆段、彭

水至酉阳段建成通车。

今年内，随着武隆至彭水段建

成通车，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将全线

建成通车。

届时，从重庆中心城区前往酉

阳、秀山等地区，较既有渝湘高速

将缩短车程约60分钟，将有效缓

解既有渝湘高速拥堵状况，极大提

升渝东南地区射线通道通行能力。 施工人员在隧道内施工。 （中铁十二局供图）

4月24日，2025年川渝新闻摄影
名家、记者“到綦江 如来如愿”采访
活动暨聚焦“新重庆”重庆市新闻摄
影学会区县行（綦江）活动启动现场，
新闻摄影名家、记者合影。

当天，来自川渝两地49家媒体单
位的65名新闻摄影名家及记者齐聚
綦江，以镜头为笔、光影为墨，开启为
期四天的影像创作之旅，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视觉传播新动
能。此次活动由重庆日报、四川日
报、重庆市新闻摄影学会、四川省新
闻摄影学会主办，重庆市摄影家协会
纪实专委会协办，綦江区委宣传部、
綦江区文联承办。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新闻摄影业
务交流培训，邀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会长兰红光等业内专家授课。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川渝新闻摄影名家记者
走进綦江进行影像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