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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重庆日报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5月26日，海尔
衣联网智慧生态研究院在重庆江北港
城工业园区揭牌成立。

海尔衣联网是在服装大规模定制
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衣联网智
慧家电、5G和物联网技术，为用户提供
贯穿衣服洗、护、存、搭、购全生命周期
的解决方案。

如用户把一件羽绒服放进洗衣机，
系统会自动识别品牌、面料，适量加入
洗涤剂开启羽绒服洗护模式，洗完后拿
出衣服，一旁的智能晾衣架会自动落
下。通过3D试衣镜，用户不光能浏览

合作品牌的新款衣物，还能根据其体型
模拟上身效果，满意可直接下单。

依托于衣联网，海尔打造了一个新
的产业生态。目前，海尔衣联网已经吸
引服装品牌、洗护品牌、RFID物联网技
术等近13个行业的近6000家生态资
源方，聚合6500万生态用户，帮助资源
方商品管理效率和收发货效率提升10
倍，人员成本降低50%。

衣联网智慧生态研究院作为海尔
衣联网产业生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将在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信及物
联网等相关领域开展基础和应用研
究，提供跨行业和平台级的解决方案。

海尔衣联网智慧生态研究院落户江北

□本报记者 杨骏

定制一辆个性化的汽车，从网上下
单到提车需要多长时间？长安汽车给
出的答案是：5天。

今年3月，长安汽车正式发布新序
列“引力”的首款车型UNI-T，并将在
6月正式上市。该车提供定制化服务，
消费者可根据自身喜好与需求，在颜
色、功能、内饰风格上按照一定规则进
行定制。

“重庆市内的消费者，从线上下
单到提车，一般只需要 5天时间。”5
月27日，长安汽车两江工厂总经理范
正文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

四大生产环节智能化程
度达90%以上

生产汽车，需要诸多工艺与流程，
但可概括为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大
环节。长安UNI-T在上述环节实现了
高度智能化。

“我们有国内一流的硬件装备，工
厂内的冲压、焊接、涂装等环节的智能
化程度已达到90%以上。通过机器人
的标准化作业，效率和质量都得到了保
证。”范正文说。

以焊接为例，该工厂的焊接车间占
地27000平方米，主要由一条柔性化主
线、一条刚性主线和车身储运线构成，
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全自动化设备336
台，可实现智能焊接。在这些设备的加
持下，该焊接车间设计产能33万辆/
年，最大产能为36万辆/年。

再如总装车间，该车间配备了全智
能、自动化设备149台，占车间总设备
比例为80%，具有先进的智能、数字化
总装能力。

范正文表示，高智能化赋予长安汽
车生产的高效率。目前，生产一台
UNI-T仅要2-3天，经过检测等程序
后，就可以把车交到客户手上。

全程直播造车过程

如此快的生产速度，可能会让消费者
难以置信，甚至怀疑UNI-T的质量。

怎样让消费者了解一台UNI-T的
生产过程，以及长安汽车的高智能化生
产水平？今年4月21日，长安汽车启
动“智造体验日”活动,以直播形式展示
UNI-T生产基地，让客户与网友了解
UNI-T智能化生产过程、技术难点和
先进工艺。

有网友在直播中表示，看到长安
UNI-T的生产车间，感受到了长安汽
车工厂的智造水平与不断探索的精神，
让他对国产品牌越来越有信心。“等
UNI-T上市了，我就去试驾看看，要是
不错的话就买了！”

范正文透露，目前长安汽车正计划
打造一个“云监工”平台。通过这个平
台，可以看到汽车生产下线、个性化定
制成型的全过程，让消费者看得清楚、
买得放心。

消费者一键下单在家门口提车

用好了“云端”，UNI-T实现了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

目前，长安汽车推出了UNI-T的
预购小程序，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线上
下单。后期，这一小程序还将上线定制
化系统，让消费者足不出户，便能定制
自己的爱车。

“消费者从线上下单后，工厂便会收
到信息，马上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生产。”
范正文说，所有生产环节结束后，长安汽
车可以直接将车开到用户家门口，省下到
店提车的时间。这样一来，重庆市内市
民，从下单到提车，一般不超过5天时间。

记者了解到，长安汽车未来将推出
UNI+N全生态，将线上线下融合的方
式延展至客户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如
电影票、美食优惠券、酒店折扣等，打通
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定制全新的用户泛
生活权益。

定制一辆个性化UNI-T只需5天——

长安汽车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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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乔

“我原本以为这场交通事故必须走
诉讼程序，会是一场‘持久战’。”近日，
在云阳县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调解
室里，市民梁先生（化名）当场签下调解
协议后感叹，“没想到一没花钱，二没走
繁琐的流程，‘现过现’就解决了！”

原来，梁先生前不久因一起交通事
故受伤，出院后因伤残鉴定等级问题与
保险公司难以达成协议。准备起诉的
梁先生来到云阳县法院，得知该县重大
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进驻法
院，交通事故、医疗和物管纠纷都可以
在诉前调解解决。

梁先生的矛盾纠纷迅速得以解决，
得益于进驻法院的调解室。而这样的
调解室在我市，不仅入驻法院，还进驻
了派出所、来访接待中心，形成了诉调
对接、警调对接、访调对接的“三调对
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体系。

“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导入后，全市
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的稳定和
谐，都呈现了新局面。”市司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来自司法部权威数据统
计，2019年以来，我市人民调解组织
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7.08万件，调解
成 功 36.52 万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达
98.5%。人民调解满意度94.9%，全国
排名第七。

创新“三调对接”新机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浙江在治理社
会矛盾中创造了“枫桥经验”，其最鲜明
的特色就在于：尽最大可能在矛盾激化
前就将它化解掉，最大限度把矛盾吸附
在当地，实现矛盾不上交。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为坚持发
展“枫桥经验”，开创人民调解新局面，
近年来，市司法局创新开展访调对接、
诉调对接、警调对接的“三调对接”社会
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全力推动“枫桥

经验”重庆实践。
“成立‘驻法院调解室’的目的，就

是通过创新纠纷调解方式，高效、快速
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
省司法资源。”云阳县重大矛盾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调解室”相关负
责人说，梁先生的案子如果走法院诉讼
程序，至少需要3-6个月时间，而通过
诉调对接，两天就解决了。

这样高效便捷的调解方式，在我市
已经形成常态。据统计，截至目前，全
市在法院（法庭）建立“驻院调解室”86
个，“诉调对接”机制建立以来，共调解
纠纷10.09万件。

与此同时，为缓解警情多和警力
少之间的矛盾，我市把公安机关治安
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地衔接起来，截
至目前，全市在派出所建立“驻所调解
室”244个，专职人民调解员由202名
增加到427名，2019年调解纠纷3.13
万件。

“同时，我市还在区县信访部门群
众来访接待中心设立‘派驻人民调解工
作室’。”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截至
目前，全市在区县设立信访事项人民调
解组织81个，2019年调解纠纷1475
件。

成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那么，不断完善的访调对接、诉调
对接、警调对接的“三调对接”新机制，
在我市产生了哪些效应呢？

“‘三调对接’机制建立后，我市形
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社会治理新
体系。”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其程序
便捷、方式灵活、立场中立的独特制度
优势，在“枫桥经验”重庆实践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和发展，已成为重庆社会稳定
的“压舱石”。

南岸区是我市的中心城区，经济发
展速度快，城市化水平高，随着城市居
民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城

市社区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传
统“老娘舅”式的调解办法已经解决不
了新问题。

为此，南岸区把110接警多、涉法
事务多、信访矛盾多的南坪街道作为主
战场，成立了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探索
创新访调对接、警调对接、诉调对接“三
调合一”的工作机制，让群众操心的私
事、烦心的小事、揪心的大事，有去处、
能化解、管得住。

前段时间，因新冠肺炎疫情产生
的诸多矛盾纠纷随着复工复产逐渐
显现——南岸区南坪街道某地下商
场近 500 个摊位在疫情期间全部关
闭。“我们都没开店，还全额收租，太
没道理了吧！”3月初，复工在即，经营
户们提出了减免停业期间租金等要
求，但是否减免、怎样减免是摆在摊
位业主和承租人之间的难题，矛盾因
此产生。

3月9日，A区两个摊位的业主及
经营户，主动到南坪街道“三调合一”调
解中心申请调解。

“疫情属不可抗力事件，大家要相
互理解，换位思考。”调解员听完双方诉
求后，耐心讲明道理。双方达成了调解
协议：一号摊位业主愿意承担疫情停业
期间的大部分租金损失；二号摊位业主
愿意承担疫情停业期间的全部租金损
失。

截至目前，经过多方协作、合力化
解，352家商铺已实现正常营业，成功
达成调解协议126起。

“自从建立起‘三调对接’机制
后，我们依法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进
行调解，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迅速得到
了缓解。”南岸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三调对接”机制，用法律法
规，依法进行调解，不仅使调解的成
功率提高，也提升了调解协议的履行
率。

数据统计，截至目前，该调解中心

已化解各类纠纷1910起，涉及金额2.1
亿元，调解成功率 97.2%，执行率
100%。去年，南岸区全面推广“三调
合一”经验，全区15个街镇全部建成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

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强大合力

“三调对接”机制为何能够成功化
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我认为，其成功的核心是整合资
源后，形成合力的依法调解。”市司法局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在具体的调解中，
法律法规是成功的定力，而把各方面的
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
强大合力，有效地推动了矛盾纠纷的多
元化解、及时化解。

“同时，调解的过程，就是一次宣传
法治的过程。”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三调对接”的调解中，几乎每一个案
件，调解人员都会向双方宣传相关的法
律法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双方了解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再进行调
解，也就容易很多。

“此外，‘三调对接’机制，还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不少起诉到
法院的纠纷，报警到公安派出所的纠
纷，都可以通过“三调对接”方式委托或
委派人民调解解决，既快捷方便，又及
时有效，让双方不伤和气，迅速实现案
结事了。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司法局
将持续加强与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
的工作衔接，进一步深化“三调对接”调
解组织建设，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隐患
排查，严防一般民事问题转化为刑事
案件、群体性事件、重大恶性案件和重
大负面舆情，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
基础，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相互衔接配合的机制，努力形成优势
互补、协调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
体系。

诉调对接 警调对接 访调对接

重庆“三调对接”迅速实现矛盾纠纷案结事了

本报讯 （记者 彭瑜）5月27日，
全市乡村文化振兴渝东北渝东南片区
座谈会在梁平区召开，会议明确全市乡
村文化振兴下一步要围绕五个要点开
展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各项
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全市乡村文化振
兴工作下一步围绕五个要点开展：一
是加强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公民道德
建设，完善乡村社会自律规范，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乡
村德法相伴”活动；二是挖掘传承创新
优秀乡土文化，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
护工程，强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利用，推进乡村文物的保护和
利用，加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保护；三是优化升级乡村文化供给，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百乡千村”示范工
程，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乡村
题材文艺创作工程，加强农村网络文

化阵地建设，着力夯实农民体育健身
基础；四是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加
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入开
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化移风
易俗“十抵制十提倡”工作，持续深化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五是繁荣
乡村文化经济，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
艺振兴，积极有序发展乡村旅游，积极
发展乡村体育产业。

会议要求，要精准把握推动乡村
文化振兴的“四个衔接”，即要做好疫
情防控与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要做
好文化扶贫与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
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有效
衔接，要做好政府供给和群众需求的
有效衔接，全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百乡千村”示范工程、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乡村振兴榜样的宣传选
树、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传承、乡村文化
供给优化升级、乡村移风易俗工作、乡
村文旅融合发展等乡村文化振兴重点
工作。

我市明确乡村文化振兴五个工作要点

重庆农村垃圾分类
数读

截至2020年4月底，全市建成
乡镇垃圾中转站668座，配置农

村生活垃圾运输车辆3320台、公

共垃圾箱5.5万余个。共配备乡
镇环境卫生治理专（兼）职管理人
员5000余名，行政村保洁人员

5.2万余名。

截至2020年 4月底，全市共
设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3.58万余个，配置分类收集车

2808台，投放户用分类收集桶

75.6万余个。建立乡镇级再生

资源回收站1552个、村级再生资

源回收点1953个。全市建成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1483个。

当下正值蓝花楹盛开
时节，重庆大学城景和路，
道路两旁的蓝花楹层层叠
叠，美丽迷人，不少市民漫
步树下，邂逅浪漫。（摄于5
月24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浪漫邂逅
蓝花楹

数据来源：市城市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行政村
生活垃圾收集频次每3天不应少于1
次，每周清理并运输垃圾收集点内的生
活垃圾不应少于2次……5月22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近日
我市制定出台了《乡镇环境卫生和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作业管理标准》（以下简
称《标准》），这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开创
性工作。

长期以来，我市乡镇一级环卫作业
效果、标准差异较大，环卫作业不规范、
随意性较大。为解决这些问题，《标准》
对乡镇清扫保洁，乡镇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与处理，乡镇环境卫生设施设备，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设施设备，环卫车辆，环卫车辆
停车场，环卫人员休息场所，人员配备，
应急管理和考核评价等11个方面提出
了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

《标准》还针对不同的作业管理对

象，从一般要求、质量要求、作业要求等
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规范，详细规定了
作业完成后应达到的质量标准，对作
业时间、作业频次、作业流程、作业量
等作了规范，对相关管理责任和要求
进行了明晰。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国内环卫作业管理的相关标准规
范均针对城市环境卫生，乡镇环卫作
业管理和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作业管理
仍属空白，《标准》的出台弥补了这一不
足。

此外，《标准》还具有不少亮点：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合理区分作业
对象，划分不同作业等级，拉开层次、
分级规范。比如，在乡镇清扫保洁中，
将作业对象划分为乡镇道路、公共场
所、集贸市场、居民小区、乡镇水域等
几类不同作业对象，将乡镇道路再细
化为3个不同道路等级，分别针对不
同的作业对象进行要求规范，层级更
加明晰，要求更加具体，方便环卫作业
单位操作执行，也方便管理部门监管
考评。

创新提出乡镇道路清扫保洁劳动
定额。《标准》参考城市道路清扫保洁
劳动定额标准，对乡镇道路清扫保洁
的具体作业频次、作业流程和作业效
果，明确了详尽细致的规定，从而为乡
镇环卫购买市场化服务提供了相关依
据和参考。

探索提出集贸市场、乡镇水域的环
卫作业管理标准。我市乡镇普遍存在
周期性赶集（赶场），赶集日和非赶集日
如何清扫保洁、如何清运垃圾、集贸市
场是否冲洗作业，《标准》都做了相应规
定。部分乡镇中存在河流、水库等水
域，《标准》对如何做好水域保洁也探索
提出了一些规范要求。

对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提出详细、
较高规范要求。针对以前垃圾收运不
及时、垃圾装卸过程野蛮、运输过程中
垃圾抛冒滴漏等问题，《标准》从垃圾
收运作业方式、作业流程、作业质量、
作业效果进行规范，从而强化考核考
评。比如，行政村生活垃圾收集频次
每3天不应少于1次，每周清理并运输
垃圾收集点内的生活垃圾不应少于2
次等。

乡镇集贸市场冲洗作业有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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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职工黄
泽容同志，因病于2020年5月27日
去世，享年72岁。

黄泽容同志，1949 年 1月生，

1965 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1993年-2003年7月在集团办公室
工作，处级调研员，于2003年7月退
休。定于2020年 5月29日在江南
殡仪馆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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