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在学校上课认真，回家就“放
敞”，是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不过，
现在有了智慧教育，这种麻烦事迎刃而
解。

今年3月，《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很快，人
民小学就上线了“劳动萌主”小程序，有
机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让孩子在
家也能上好劳动课。

怎么上？原来，通过这款小程序，孩
子可以上传在家劳动的图片、视频和劳
动心得。根据不同年级，劳动任务也有
所不同。

有趣的是，这款小程序抓住了少儿

心理，采用“闯关升级”的挑战模式。孩
子完成任务越多，在小程序中的“头衔”
就越高级。能够完成劳动创造的孩子，
可获得“黄金萌主”称号。

“这款小程序具有实时传输、记录过
程、动态分享功能，孩子不仅能看到自己
的劳动成果，还能与同学分享、交流。”人
民小学科研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款小
程序通过网络搭桥，让全校学生在联动
中劳动，唤起他们动手实践、创造的劳动
热情，效果良好。

“劳动萌主”小程序只是人民小学智
慧教育建设的一个案例。目前，学校正
在全力推进重庆市科技局立项重大项目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中小学协同创
新中心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协同创新
中心体验馆、物联网教室、智能黑板、以
及智能阅卷系统、人脸识别系统、教师业
务档案系统等即将投用。校内智慧教育

“阵容”可谓强大。
而在全市范围内，智慧教育开展得

有声有色。据《重庆市智慧教育五年工
作方案（2018-2022年）》，今年，宽带网
络校校通”建成率将达到100%，多媒体
教学设备配备率达到100%，其中互动式
多媒体教学设备占比达到40%，中小学
学生学习终端配备数量进一步增加；区
县将完成教育城域网标准化改造。

同样的日子，现在过出了更好的滋味。
近年来，智能产业在重庆迅猛发展，它所带来的，不仅有“高大上”的技术，也有老百姓“过日子”所需要的大量贴心应用。
办事、就医、出行、教育……在重庆建设“智慧名城”的进程中，一切都在悄然变化。我们的家园，更加智慧；我们的生活，

更有温度。

8月19日下午，拿着刚办好的营业
执照，重庆惠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唐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当
天上午才提交了开办企业的材料，“才几
个小时，就拿到执照了。这种速度，在以
前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开办一家公司，光准备各种
材料就要花好几天，再加上跑各个部
门，全部办完，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
个月。现在有了‘渝快办’，全流程都能

线上办，真正成了‘愉快办’。”唐先生感
慨道。

“渝快办”是重庆近年来着力打造的
全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2018年
11月“渝快办”上线以来，目前注册用户
已达1200万个，累计办件量1.1亿件；仅
今年以来，就有超过6万家企业在“渝快
办”实现全流程在线开办。

而“渝快办”的本领，远不止为开
办企业服务——来自重庆市政府电子

政务中心的数据显示，用“渝快办”，
97%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最多
跑一次”，很多事项办理“全在线上
跑”。

如今，税务、不动产登记、社保等市
民工作生活中的大部分事项，均已经实
现“一网通办”“一窗通办”。比如，仅在
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厅的“渝
快办”自助设备上，市民就能办理超过
300种行政事项。

有人受伤，救护车还在赶来的路上，
而伤者却需要立刻救治，怎么办？

在重庆，借助于智慧医疗，过去常见
的危急场景有了新对策——使用“急视
救”App。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与重庆急视飞
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急视飞救”）
联合研发的这款App，可以实现120视
频报警：手机一头是呼救者，另一头则是
专业的急救医生，1分钟内即可接通；医
生可以通过视频，实时观察现场情况，指
导在场的人救助伤者。

不仅如此，“急视救”App还有定位、
导航功能，可以指引最近的心肺复苏
AED仪器所在地，为伤患者争取宝贵的

“黄金4分钟”。
“我们曾多次在线指导救助高速路、

工地等区域的伤者。”市急救医疗中心急
诊科主任黄健介绍，“急视救”App自
2018年11月上线以来，目前已覆盖中心
城区的大部分区域。

截至2020年7月，“急视救”App共
视频接警8万分钟，指导400多人次脱
困。其中，2019年智博会期间保障参展

80万人次，视频成功急救指导41例。
急视飞救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急

视救”将与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汽车、智
能手机等厂商合作，让智能设备检测到用
户生命体征异常或重大事故发生后能主
动拨打120，使市民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而在全市，25家“智慧医院”示范建
设医院也在不断为患者提供更及时、舒
适的就诊体验。仅在市妇幼保健院，全
院平均在线预约率就达76.7%，患者就诊
全流程仅需“刷脸”，院内停车、点餐、导
航等均可通过手机完成。

“过去到化龙桥，我要坐轨道2号线
再换乘公交或者走一大段路。现在有了
小巷公交，一车直达，方便又安逸！”

最近，家住大坪的林国芳老人很高
兴。因为全市首批小巷公交试点线路
3200路、3208路开通，串联起大坪、化龙
桥、菜园坝区域，她能够方便地在大坪和
化龙桥之间往返。

近年来，许多市民都能感受到公
交线路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但恐怕
很少有人知道其“幕后功臣”是交通大
数据。

“通过交通大数据平台，结合手机信

号等，可以测算出某一特定区域居民的
出行轨迹，以及最常往返的地点。”市交
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志刚介绍，交通
大数据反映出居民的真实出行需求，由
此可以精确地规划出最符合某一区域特
点的公交路线，做到“缺啥补啥”。

“不同的公交线路适宜用哪种车，是
常用的大型巴士，还是新能源小型车
辆？交通大数据平台可以通过测算沿线
居民人数、出行频率和时段、沿线路况
等，为公交公司的选择提供参考。”高志
刚表示。

开行小巷公交，正是交通大数据助

力决策的成果之一。据介绍，去年以来，
全市还运用交通大数据，科学开展轨道
和地面公交换乘站建设。截至今年6月
底，中心城区新建102个轨道和地面公交
换乘站，近70%换乘站只需步行50米。

除了参与公共交通线路的规划，智
慧交通的各种应用场景在渝遍地开花：
在璧山，可以“刷脸”乘坐公交车；在渝中
区两路口等交通要冲，“智慧红绿灯”可
以根据车流量自我调整红灯与绿灯的间
隔时间；在城区马路边，可以通过“长安
出行”App叫来一辆无人驾驶车……智
慧交通，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孩子回家就“放敞”？ 智慧教育帮家长解决头疼问题

哪里该开小巷公交？ 交通大数据助力公交公司决策

患者需急救怎么办？ 医生不仅在医院，也在手机视频另一头

开办企业要跑多久？ 有了“渝快办”，十天半月变几小时

□本报记者 付爱农 申晓佳

（数据由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等提供）

患者进行人脸识别预约挂号。
（市妇幼保健院供图）

8月19日，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厅，市民正
在自助机前办理业务。 记者 陈国栋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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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30 日，在礼嘉智
慧公园，市民体验
基于5G网络的裸
眼 3D 沉 浸 式 观
景，感受智慧旅
游。

记者 张锦
辉 摄/视觉重庆

城市更智慧
生活更巴适

1979 年秋，市民在重庆百货商
店抢购流行歌曲《拉兹》唱片。

（本报资料图片）

1979 年，九龙坡区社员年终分
配后，在选购缝纫机、热水瓶等当年
紧俏商品。

（本报资料图片）

1986年，改革开放使经济复苏，
城区人流急增，市民乘车难问题突
出。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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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快办”自2018年11月上线以来，截至目前

注册用户已达1200万个，累计办件量1.1 亿件；
11360台政务服务智慧终端投放8000余个行政村
和商业网点，24小时服务“不打烊”；“政策直通车”
向全市270万市场主体精准推送涉企政策、权威解
读和办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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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包含医疗、护理、医技、管理、后勤、保障、科

研及教学等领域的4大类425项指标体系要求，今
年将力争完成40家“智慧医院”示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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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重庆教育宽带网实现各区县、各高

校、各中小学全覆盖，将建成市级智慧教育应用示范
区县10个、市级智慧校园建设示范学校500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