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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学高峰的大学城南二路，车流如织。
路面却井然有序，尤其是去重庆市第一实验中学
（以下简称“第一实验中学”）接孩子放学的家长
们，没有了以往被拥堵的焦躁。

然而3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作为
体量较大的中学，之前早晚高峰时段校门口3条
主干道常常陷入瘫痪。家长违停占道、学生穿梭
车流的安全隐患，让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
心何俊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统计过，在节假日放
学时段私家车接送学生高达上千人次。拥堵最严
重时，500米路段一辆车差不多耗时20分钟才能
通过。”

这个困局在去年底迎来转机，政校联动不仅
盘活了学校1100个被闲置的地下车位，更将其转
化为区域动态交通调节器——全市首创的地下车
库智能接送系统。

当体验者按照指示标记驾车进入改造后的
地下空间，科技温度扑面而来。入口处的AI摄
像头实时捕捉车牌信息，道闸抬杆速度精确到
0.3秒；墙面交互屏滚动显示各年级放学倒计时，
围栏划分出清晰的行车动线；最引人注目的是多
块调度大屏，动态标注着车位占用情况与车辆行
进轨迹。

第一实验中学首席信息官聂吉波介绍，“我们
通过建立校园数据库，构建起‘预约-通知-验证’
全链条闭环，实现了3个维度的智能重构。”在云
端，开放物联平台实时汇聚交通数据，动态调整道
闸通行策略；在车库，AI摄像头精准识别车牌，引
导车辆直达空闲车位；在掌心，家长在手机端完成
信息填报，接收实时推送。当技术要素深度嵌入
治理肌理，曾经困扰师生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
解。

家长李薇感慨：“以前接娃像打仗，现在就像
有位隐形交警在指挥，整个过程又快又安全。让
我觉得最好的是娃离校时，当她走到接送区刷脸
时，我的手机会实时收到视频确认，比以前方便太
多了。”

这套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城市治理的新天
地，让学校周边“潮汐式拥堵”顽疾得到有效治理，
实现还路于交通，保障学校周边道路交通顺畅。
这场看似简单的流程再造，背后是复杂的系统重
构。

数据显示，系统启用后校园周边日均违停量
下降15%左右，主干道通行效率提升约20%，原
本闲置的1100个地下车位高峰期利用率大大提
高。“我们打造的不是单一的停车系统，而是城市
级数字治理的微缩模型。而且这种城市大脑赋能
停车管理的静态交通管理模式，可以在具备一定
车库车位余量的任何一所学校进行复制，盘活既
有停车资源，还路于交通，避免交通节点潮汐拥
堵。”何俊说。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系统迭代升级后，可通过
划分高中低年级接送专区、设置弹性通行时段、建
立违停预警机制，构建起“规则透明、响应及时、反
馈闭环”的现代治理体系。屏幕上跳动的数据、道
闸起落的节奏、家长舒心的笑脸，共同勾勒出数字
化治理的生动图景。这座崛起中的科学之城，正
以数字蝶变的姿态诠释着：真正的现代化治理，既
要有仰望星空的前瞻视野，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创
新实践。

“8栋1602阳台发现火情，请速处置！”5月26日中午12
时52分，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基层智治平台风险一张图闪
烁风险预警图标。监控画面中，辖区内一小区8栋16楼阳
台腾起一缕白烟，温度监测数据瞬间突破阈值、楼栋内的智
能烟感器发出蜂鸣——这是重庆政务消防智能系统又一次
成功预警一起阳台火情。

“当时我正在社区走访商户，手机突然收到高层消防火
灾预警信息。”虎溪街道大成湖社区网格员冉桂容回忆道。
冉桂容第一时间在基层智治平台完成事件上报。几乎同
时，系统自动生成处置工单，消防管理岗、物业、社区等7个
部门负责人手机同时震动。这场“数字接力”展现了惊人的
效率：

12∶52，虎溪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事件信息；
12∶53，工作人员何彦希一键转办街道消防岗、社区网

格员，并打开风险一张图查看周边感知设备，调派最近网格
员冉桂容、“10户联防”、“N力量”等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12∶54，小区物业抵达现场，发现张大爷仍在午睡；
12∶56，凭借日常储备的消防设备，火势被成功扑灭；
13∶00，消防队抵达现场时，火灾已被扑灭。
这场“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揭开了科学城高新区“三

快机制”数字化治理的神秘面纱——快速感知预警、快速决
策处置、快速协同稳控，通过技术融合与业务重构，系统性
破解基层应急处置“感知慢、决策难、协同弱”三大痛点。

除了“三快机制”，科学城高新区通过在区级治理中心
进行物理整合与流程再造，将多项繁杂的要求落到了具体
的工作平台和协同链条上。

据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数字重庆专班（以下简称“数
字专班”）介绍，科学城高新区不断夯实多跨协同处置能
力。现在区总值班室、智慧城管中心等8个中心入驻区治理
中心一体化办公，探索建立“信息融合、流程整合、调度联
合、协同配合、平战结合”的“五合”运行机制增强实战实
效。创新实施“五带四沉三协同”工作机制，下沉专业力量
5185名，“一表通”减少基层报表60%并释放100余名基层
力量，基层智治平台办理事件22余万件、办结率常态保持
99%。按照“9+2”中心城区一体化治理要求，依托治理中心

“主轴”开展跨区实战演练。
正因为有了这些不断建立健全的优势，“传统处置至少需

要30分钟，现在缩短到15分钟。”何彦希指着大屏上的“风险
一张图”解释，这张融合了GIS地图、物联网感知和AI分析的
数字沙盘，能实时推演火势蔓延路径，为决策提供精准支撑。

事件结束后，虎溪街道的复盘也随之开始。虎溪街道
党工委书记孙基凯指着屏幕上的事件流转过程和应急数字
预案说：“下次事件处置，务必把这次复盘发现的所有短板
全部补齐。”这种“处置-监督-复盘”闭环，正是科学城高新
区应对突发事件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场“闪电战”的背后，也离不开科学城高新区布设
的“天地人”立体感知网。仅虎溪街道就整合了辖区2.8万
个摄像头、5600个智能烟感器和137个高空瞭望设备，构建
起覆盖区域的“数字神经末梢”。据悉，这些设备搭载的AI
算法能识别200余种风险场景，比如占道经营、电动车入梯、
高空抛物等，预警准确率达98%。

在今年多个大型活动中，智能感知体系实时监测人流
量，一旦触及风险阈值即触发预警。指挥中心便可快速决
策，下达分级响应指令。公安、消防等力量10分钟内均可抵
达现场协同稳控。现在辖内安防设备在线率超90%，“三快
机制”环环相扣，以智慧化筑牢安全防线，彰显数字治理效
能。一季度以来，仅在虎溪街道通过数字化手段共处置事
件4.5万件，较传统模式处置效率提升50%。

这样的改变，在科学城高新区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
从校园接送系统的创新落地，到基层网格的体系重构，再到
应急响应的机制创新，科学城高新区实践呈现出清晰的进
化脉络：技术赋能推动场景革新，制度创新激活治理效能，
最终实现治理生态的整体跃迁。

数字专班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科学城高新区正按照
数字重庆建设“1361”工作部署，聚焦基本能力建设，建立健
全“党工委抓统筹、专班抓调度、部门抓建设、中心抓实战”
的责任体系和“日监测、周调度、月通报、季考评”的推进机
制，赋能城市发展、服务、治理能力水平有效提升。

站在“六区一高地”建设的新起点，科学城高新区正在
用一个个故事证明：当资源、制度、流程在数字化的催化下
发生“化学反应”，治理便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民
的“协奏曲”。

这里，每一组数据都流淌着民生温度，每一次算法优化
都在缩短心与“芯”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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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化盘活闲置资产，方便家长

接送孩子上放学；

创新人员考核机制，人人争当“五星

网格员”；

让数据跨级跨部门“跑”起来，应急

处理能力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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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六区一高地”的战略蓝图遇见数

字化的“七十二变”，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正用数字化将“碎片化治理”升维为

“生态系统治理”。三个看似独立的数字

化应用场景，没有单纯的技术堆砌，实则

完成了从碎片化应对到系统性数字化治

理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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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动用好数据要素
成功治理“潮汐拥堵”

高效协同的数智治理
构筑城市应急响应新闭环

初夏的风轻轻吹过，重庆高新区白市
驿镇松岭社区荷花池小区，几位老人围坐
在崭新的凉亭里唠家常，孩童在翻新的花
台边嬉戏追逐。

“多亏了小李，咱们这‘老破旧’也能变
‘新靓美’！”张大爷口中的“小李”，是松岭
社区第二网格的专职网格员李凌。

要知道今年初，这里还是另一番景
象——花台瓷砖脱落、绿植枯黄，居民路
过时总要绕道而行。今年 3月，李凌在
走访中发现荷花池小区花台破损问题。
她立即打开“基层智治平台”，拍照上传、
勾选标签、描述详情，一键提交至镇指挥
中心。10分钟后，事件被分拨至镇规划
建设岗和物业管理岗；1小时内，工作人
员抵达现场勘察；3天后，社区组织居民
代表召开议事会并形成初步改建方案。
从方案确定到施工完成，只用了 6 天。
李凌的移动终端里，事件处理流程清晰
可见。

“过去处理这类问题，得跑三四个部门
盖七八个章，现在数据‘飞’着就把问题解
决了。”基层智治平台打通了白市驿镇四板
块27个岗位的数据壁垒，事件处置时效从

“论月推”压缩到“按天算”。
李凌的故事，是数字化破解基层治理

难题的生动注脚。效率跃升的背后，是白
市驿镇创新践行的“四带四强”镇带网格工
作机制，即带力量建设、带管理规范、带考
核激励和带培训赋能。其中，带考核激励
创新打造了网格员“五星评价体系”。在刚
刚出炉的2025年一季度结果中，李凌因

“基层服务力”突出获得加分，成为镇里一
季度五星网格员。

为实现基层治理的破题，科学城高新
区各镇街加快建设基层智治体系，全覆盖
建设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科室站所划入党
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4
个板块，有效整合党建、综治、民政等网格
划分基层网格，在全市率先全面完成“141”
基层智治体系调整，以数字赋能基层治理
的蓝图在重庆高新区迅速铺开。

“过去网格员‘身兼数职’，既要调解纠
纷，又要排查隐患，常常顾此失彼。”白市驿
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负责人樊锐，对照基层
智治平台驾驶舱特色图层介绍道，全镇104
个网格被划分为企业、物业、老旧楼栋、综合
四类属性，并按照“1+3+N”标准为每个网
格配备网格长、专职（兼职）网格员、网格指
导员等坚实工作力量，老党员、退休干部、外
卖骑手、物业管家等1176名“N力量”通过
智治平台，成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现在考核‘看得见摸得着’，干得好还
能上‘光荣榜’。”李凌点开基层智治平台中
的干部能力评价组件，她的季度得分明细
一目了然，通过闭环落实力、基层服务力、
廉洁形象力、风险防控力、工作显示度等

“四力一度”平台基础得分，叠加镇自主设
置的7类权重指标得分，李凌最终以100分
夺得社区头名。这样公开透明的考核，让
网格员们心服口服，也更愿意干事，让过去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管理困局迎刃而解。
“治理数字化不是冷冰冰的代码堆砌，

而是要让群众感受到治理的温度与精度。”
白市驿镇党委书记刘万勃说。当104个网
格化作104个“治理前哨”，当“人防+技防”
织就智慧网络，这座小镇正以数字化改革
为笔，绘就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图景。

机制创新激活治理末梢
“网格+”力量更有活力

网格员拍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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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网格员与群众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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