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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范科长，我们好久没见了！”
“是啊，差不多小半年了吧。”
5月15日下午，位于九龙坡区二郎街

道的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公司总经办
副主任李小平和九龙坡区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干部范伟寒暄起来。

这对打了五六年交道“老熟人”的疏离，
源于去年九龙坡区将每月8日至23日设立
为“企业无扰日”。从那以后，范伟小半年都
没进厂区检查。

设立“企业无扰日”，是九龙坡区优化涉
企服务的一项创新举措。数据显示，该区设
立“企业无扰日”后，84%涉企执法检查已挪
至平日，不少企业得以将重心从迎检转移到
生产中来。

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又有哪些不为
人知的故事？5月16日，记者就此进行了
采访调查。

企业之困
一家企业应对近10个部门，

全年开展各类检查十余次

“我们是九龙坡区环境风险类重点监管
企业，成立24年来对此一直抓得很紧。”李

小平说，但后来企业周边陆续新建了一批居
民小区，群众对公司的环境管理要求越来越
高。

“群众有诉求，执法部门就要调查回
应。”李小平翻开旧台账，手指划过密密麻麻
的记录说，“过去，生态环境部门经常来企业
排查环境风险隐患，调查群众反馈的问题，
每年还有例行的‘双随机’抽查。岁末年关
之时，近10个部门轮番上阵，各类执法检查
只多不少。”

“不是不理解监管，只是频次太高影响
生产。”李小平坦言，“最多一天接待3个检查
组，生产线停不得，接待室却总在‘开会’。
每次迎检得调配3人、耗时半天才完结。”

“政府部门的检查这么多，企业要花很
大一部分精力和成本来应对。”另一名企业
负责人说，对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对
企业进行必要的检查，也是出于对企业高度
负责的一种态度，但如果过于密集、过于频
繁，势必会让企业分心，给企业增负。

制度破题
每月划定 16 天“静默期”，

数字化手段实时在线监管

“密集而频繁的涉企检查，可以算作一
种‘扰企’行为，在一定程度让营商环境打折
扣。”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坦言，他们听取企
业的呼声后，非常重视，专门成立联合调研
组，摸清真实情况，寻求解题之道。

“企业无扰日”制度就此萌生。九龙坡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文明介绍，该区研
究出台《重庆市九龙坡区涉企事项“无事不
扰，有事必到”工作制度（试行）》等文件，将
每月8日至23日设为“企业无扰日”，其中
明确规定：每月“企业无扰日”的16天中，全
区各行政执法单位除有规定的特殊情形外，
原则上均不得入企开展执法检查，尽量减少
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减轻
其应对各类检查的负担。

“减少现场监管不是放任，而是利用智
能化手段实现了实时在线监管。”文明说。

以生态环境检查为例，该区生态环境
局持续完善“数字生态大脑”建设，不断拓
展污染源感知点。“我们在格力电器（重
庆）有限公司设置了视频监控系统和智能
工况监控系统，在企业危险废物暂存间内
布设了7个摄像头，接入全区‘数字生态
大脑’，可以实时调阅、远程监督这家企业
的危险废物进出库情况。”范伟介绍，他们
还对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的4条烘
干线和 2套污染治理设施安装了智能工
况监控设备，将生产线和污染治理设施的
电流、电压进行对比，实时掌握企业污染
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生故障或人
为关停，系统会第一时间向生态环境部门
发出预警。

这种数字化的监管模式，让监管效率大
大提升，企业感知尤为明显。“今年以来，我
们还没有迎接过一次现场开展的生态环境
执法。”李小平感叹，“‘企业无扰日’真正做
到了无事不扰！”

落实保障
搭建“码上报备”功能，执法

计划需提前报备

“企业无扰日”如何落地？区纪委监委
的“码上报备”系统是关键。自运行以来，该
系统收到涉企执法检查报备信息1300余
条，发现“企业无扰日”开展检查问题200余
个。今年3月，该系统迭代升级后，监测对
象还由274家重点企业向全区2066家重点
企业拓展。“所有执法计划必须提前扫码备
案，这是对执法单位是否规范执行这一制度
的监督。”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边展示后
台，一边告诉记者。

“这不是简单限制检查，而是倒逼精准
监管。”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孙
凌宇认为，84%的检查移至平日，实质是执
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集中时段联合执
法，单次检查可覆盖多部门事项，企业迎检
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都会大幅降低。”

他还表示，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这一层面来看，“企业无扰日”的推行，正
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整治，是将
务实作风融入了涉企服务，有效避免了权力
寻租等不正之风，提升了依法行政水平，更
增强了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与公信力。“任何
制度，三分部署，七分落实。主管部门在设
立‘企业无扰日’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其它时
间段涉企检查的监管力度，只有落实好、防
范好，好的制度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

九龙坡区设立“企业无扰日”，让企业将重心从迎检转移到生产中来——

每月16天“无扰”背后的涉企执法改革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穿过解放碑的繁华闹市，一座独特的建
筑矗立在眼前，斗拱设计、红色外观、方形
棱柱……这就是重庆的文化地标、艺术的会
客厅——重庆美术馆，年接待观众约40万
人次、举办公教活动100余场。

近年来，在文化强市建设的集结号中，
重庆的国有公益性美术馆事业得到长足发
展，不少区县都建有美术馆或艺术空间。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
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让
重庆的国有公益性美术馆再上新台阶？连
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新风尚，美术馆成“文化会客厅”

近日，在重庆美术馆，“松辽春韵 长白秋
歌——全国艺术院校名家绘吉林作品巡展
（重庆站）”“多彩巴蜀——第四届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美术作品展”两个大展同步展出。

“松辽春韵 长白秋歌——全国艺术院
校名家绘吉林作品巡展（重庆站）”共展出全
国艺术院校名家描绘吉林的近120件作
品。这些作品或描绘了吉林雄奇壮阔的自
然山水，或展现了吉林的时代风貌，或呈现
了吉林的风土人情。

“多彩巴蜀——第四届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美术作品展”展出了川渝两地艺术家的
147件（组）作品，分为巴蜀文化遗产、巴蜀
城市景观、自然与人文景观、红色文化、乡村
旅游和村镇建设五大板块，展出的每件作品
都可视为一条隐形的文旅线路。

用艺术点亮城市，用展览汇聚人气，用
文化赋能地方发展……事实上，这已是重庆

美术馆的常态。
一直以来，该馆以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

欣赏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艺术殿堂为
目标，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
务上下功夫，开馆至今共举办展览300余场，
接待观众300余万人，先后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全国美术馆馆
藏精品展出季、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等国家级
项目20余项，并荣获“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
入选重庆市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等。

近一年来，该馆就举办展览50场、公教
活动100余场，接待观众约40万人次，其中

“画笔下的重庆志——重庆美术馆馆藏风景
画研究展”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全国
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卢禹舜中
国画展”“孟祥顺中国画展”“守护好一江
碧水——中国国家画院长江主题美术作品
展”等全国名家展，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王琦美术博物馆同样吸睛无数。今年
以来，该馆已先后举办“跨越世纪——徐子
维 徐炜国画展”、“南华村48号的故事”历
史文献及作品展、“春之灵，意之彩——华夏
意象思潮联盟艺术展”等展览。

此外，合川美术馆、北碚美术馆、渝北区
碧津美术馆、大渡口区美术馆等馆，也不时举
办各类展览，推动重庆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

“打卡一个地方，不只是风景名胜、人文
古迹，还有美术馆。这里不仅与‘美’最近，
也是了解一个地方文化艺术的窗口。”在重
庆美术馆，来自北京的游客张欣称。

在文旅融合发展大背景下，如今逛美术
馆的观众已不仅仅是本地市民，“为一个展，
奔赴一座城”正在成为一种新风尚。美术馆
已然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带动文
商旅体深度融合。

外表显眼，场馆利用率待提升

作为拓展大众艺术视野、提升审美素养
的公共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级美术馆推陈出

新，在建、藏、管、用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
正促进“艺术化”的新生活方式成为日常。

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美术馆
存在“虚胖”现象，即美术馆项目体量庞大、
占地广阔，建成后却难以有效利用，常设展
厅少，展览更新少，展陈水平低，且长期运营
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重的负担。

如某区县，其美术馆以不规则的银白色
建筑主体矗立在嘉陵江畔，外观极具现代
感、设计感，内部则设有入口大厅、常规展览
厅、精品展览厅、学术报告厅、典藏陈列室、
阅读空间与办公用房等，总建筑面积超过
2000平方米。然而，美术馆不少空间处于
闲置状态，连室内停车库的地面都积起了厚
厚一层灰，所停车辆寥寥无几。

除了场馆利用率低以外，我市一些美术
馆还存在如下问题——

人才短缺。一些美术馆受编制、待遇等
因素影响，难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导致
策展、研究、教育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匮乏，进
而造成展览策划水平不高、活动组织能力有
限，难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

展览内容和形式单一。一些美术馆的展
览往往集中于传统艺术形式和主题，缺乏对
当代艺术、新兴艺术家作品的关注，内容缺乏
多样性和创新性。同时，展览形式较为传统，
互动性不足，不能提供良好的观展体验。

定位与宣传模糊。部分美术馆对自身
定位不明确，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文化
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且宣传推
广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宣传策略和渠道，
展览信息难以触达目标观众群体。

基础设施不完善。一些美术馆建设年
代久远，设施陈旧，空间布局不合理，周边配
套设施不完善，如交通不便、缺乏餐饮和休
息场所等，影响了观众的参观体验。

多方面发力，提升美术馆的
专业水平

重庆如何推动美术馆事业再上新台阶？

重庆美术馆馆长、重庆画院院长王发荣
表示，当前重庆美术馆正在高质量收藏、高
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为现代化
新重庆建设注入新动力，具体举措包括——

以项目储备为抓手，着力构建“一馆两
地多点”公共美术馆建设体系。“一馆两地”
是指在运行好重庆美术馆现址的同时，推动
新馆建设；“多点”指通过“总分馆制”，与区
县公共美术馆实现互动。

以品牌塑造为抓手，推动构建美术馆
（画院）专业学术体系。即以主题美术创作
为重点，构建覆盖全市的美术创作人才体
系；以品牌展览为重点，通过展厅与活动引
领公共美术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动全国名
家邀请展等项目，提升美术馆公共服务品
质；以研究为基础，通过个案引领美术馆典
藏体系建设，力争每年新增藏品100件以
上。

以市场主体培育为抓手，推动构建美术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系。即通过文
创和艺术品大市场的运行，促进事业产业的
融合发展；通过艺术考级，引领公众美术教
育高质量发展等。

中国美协理事、重庆市美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魏东认为，推动重庆美术馆事业高质量
发展，我市各级美术馆还可在展览品质、公
共教育服务方面发力，如加强学术引领，深
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策划推出具有学
术深度和文化内涵的展览；与国内外知名美
术馆、艺术机构合作，引进高水平的展览和
艺术作品，以及推动重庆的美术作品和艺术
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丰富公共教育活动，
开展讲座、工作坊、亲子活动等多样化的活
动，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观众设计相应
的教育内容，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焦兴涛表示，在人才
培养方面，重庆各级美术馆可加强与艺术院
校等单位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培养美
术馆专业人才，同时加强人才引进，吸引国
内外优秀的策展人、艺术家、研究人员等到
美术馆工作，提升美术馆的专业水平。

“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成为新风尚

重庆公益性美术馆如何接住这波流量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雷晨阳）5月19日，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协会第四届会员大
会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协会《章程》等有关制度，选举产
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近年来，我市系统重塑、分类施策，布局建设中心城区城
市文明示范区、渝西城市文明涵养区、渝东新城城市文明涵养
区、渝东南文明乡风建设示范区、三峡库区沿江文明走廊、川
渝新时代文明实践“一廊四带”等“四区两廊”，构建城乡互动、
分级分层的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

此外，先进典型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健全先进典型常态选
树机制，评选道德模范365人、“中国好人”“重庆好人”3149
人（组）；文明新风不断培育，常态开展“小案小事”治理，聚焦
不规范停车、不礼让斑马线、不文明养犬、高空抛物坠物等“小
案小事”，把文明细节做进群众心坎里；工作手段不断丰富，深
化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文明创建”跑道建设，开
发“文明创建智管”“流动市集服务”“失物招领”“‘牛皮癣’治
理”等文明应用，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协会
第四届会员大会举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5月20
日，重庆市科学家精神宣讲周——“传承2025”重庆行科学家
精神报告会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启动。在为期3天的时
间里，6位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团成员——钱学森之子
钱永刚、邓稼先妻侄许进、黄纬禄之女黄道群、黄旭华之女黄
峻、苏步青之孙苏泉、黄大年同事好友任波，将奔赴中心城区
的大中小学和机关单位，集中开展18场宣讲报告。

本次活动是重庆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点活动之一，6
位宣讲报告团成员将以亲历者、传承者的视角，讲述老一辈科
学家碧血丹心的爱国之情、舍我其谁的报国之志、傲然屹立的
家国大义，鼓励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和传承老一辈科
学家的高尚品格，树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信心和为中
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的坚强决心，在全市掀起聆听科学家故
事、传承科学家精神的热潮。

为迎接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市科协将积极开展科
学家精神宣讲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辩论赛、科学家故事阅
读推广、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科学家精神演讲活动、优秀科
技工作者选树宣传等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活动。

“传承2025”重庆行
科学家精神报告会启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5月20日，重
庆市2025年“5·20世界计量日”暨民用“三表”综合整治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在沙坪坝区举行。活动中，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
业打造的民用“三表”计量科普宣传体验中心正式揭牌投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广大市民介绍有关民用“三表”的
“冷知识”以及节约小窍门。比如，当家中没用水时，水表表盘
指针仍微微转动，则说明家里有水管（或抽水马桶等）存在滴
漏，应及时查看。

有群众询问，如何判断使用的燃气表是否检定合格，是否
存在计量失准？

工作人员称，判断燃气表是否合格，要看上面是否有法定
计量检定机构的铅封和检定合格标识，2021年12月1日前的
是首检牌，在此之后的则是首检标识。燃气表计数快慢与燃
气表的新旧并无关联。投入使用前，每只燃气表都经过了首
次检定，计量最大允许的误差是一致的。此外，远传燃气表的
远传装置只能控制阀门开闭，不能对燃气表的计数造成影响。

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整治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确、
收费不规范问题纳入2025年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集中整治具体实事。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协同相关部门深入
动员、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居民水电气计量和收费问题综合整
治走深走实。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大力实施计量强基工
程，持续开展民用“三表”计量科普宣传、计量服务“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计量的了解和
认识。同时，深入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和收费问题综合整治，
全力推动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民用“三表”计量科普宣传
体验中心在渝揭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5月20日，渝
中区人民公园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外交
部旧址”所在地修缮完毕，正式对外开放。

1937年此处成为国民党的外交部临时办公地。正是在
这里，中国与美、英等国历经艰苦谈判，于1943年成功废除
《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洗刷了国耻。1943年2月5日，重
庆万人空巷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而旧址正是这一事件的“无
声见证者”。

对外开放的老建筑，已经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外交风云的
展陈空间，通过200余张珍贵图片、30余件实物及多媒体互
动装置，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

见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百年老建筑对外开放

“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所在地修缮完毕，正式对外开
放。 （渝中区博物馆供图）

②

5月17日，南川区三泉镇万卷书台景区
繁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夏日的万卷书台景区，千亩花海交织成
蓝紫粉白的色彩海洋，美不胜收。

据了解，该景区通过“花卉经济+地质
奇观”双引擎激活乡村发展，带动景区附近
百余户村民就地就业，同时也拉动沿线乡村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摄影 罗川/视觉重庆

南川：

五月花海醉游人
农旅融合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