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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小区，刷一下脸，大门立马打
开；踏入工地，是否做过核酸检测，查二
维码揭晓答案；戴上VR眼镜，可以穿
越时空、游览全重庆；到商场吃饭，智能
机器人引导你前行……如今的重庆，越
来越“智慧”了。

2月23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
局获悉，为打造“智慧名城”，今年我市
还将实施一系列重磅举措，包括加快构
建“8611”一体化场景建设体系，打造
超10个融跨平台等。

重庆离“智慧名城”还有多远？

优势
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力排

全国第七

钓鱼爱好者王林，最近很纳闷。
连续3周，他带两根竿到江北区相

国寺码头附近钓鱼，钓了3次，被抓到3
次。他有些不解地说：“第二根竿刚下
水，就被抓到了。江北好像到处都有眼
睛。”

这个神秘的眼睛，就是江北区智慧
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安装的摄像头。

“我市自2020年6月建设‘智慧名
城’以来，已打造71个‘住业游乐购’典
型应用场景。”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说。

如市民关注“渝视救”视频120微
信小程序，即可连通医生开启远程急
救；开行的新能源车若电池坏了、电量
不足了，后方的动力电池风险实时监控
与预警大数据平台可实时提醒；购买景
点、住宿门票，“掌”上全搞定，戴上VR
眼镜，还可以穿越时空、游览全重庆；走
进商场，点击触摸屏，所有门店介绍一
目了然，还有机器人带你前往相应门
店。

“我们正打通多个部门的底层数
据，建设融跨平台，打造‘住业游乐购’
全场景集，既为市民提供便利，又提升
城市管理效率。”上述负责人说。

所谓融跨平台，是指通过技术融
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
管理和服务。

上述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
心就属于融跨平台，不仅市民钓鱼能被
抓拍，嘉陵江江边水位、江面漂浮物等
62个事件类型也能被发现。这些事件
处置涉及该区住建委、文旅委、农业农
村委、环保局等多个部门。截至目前，
该中心覆盖约3万个摄像头，去年处置
事件达36万件。

渝康码是另一个融跨平台。其汇
聚卫生健康、公安、工信、交通运输、民
航、铁路等方面数据，为广大市民及进
(返)渝人员提供自身防疫相关健康状
态查询。截至目前，渝康码已上线新
冠疫苗接种跨省查询、涉疫地区来渝
返渝人员“弹窗”提示、核酸检测二维
码、“防疫伞”标识等多项功能，累计提
供超64亿次查询服务，成为疫情防控
线上好帮手。

除此之外，“渝快政”上线推广，“渝
快融”截至目前注册用户达27.3万、助
企融资超400亿元，“渝快办”获国办通
报表扬。

去年11月，国家工信部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机构赛迪顾问发
布的《2021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

书》指出，重庆数字化转型能力继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杭州、青岛等城市后，
列全国第七位。

不足
政务数据质量、信息化系

统共建共享水平不高

然而，距离“智慧名城”，重庆还有
不少的差距。

比如，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
行区，已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
试点，市民像坐普通出租车一样，付费
即可坐无人驾驶车。而我市还只是在
部分路段测试运营，市民体验有限。

再如，杭州“城市大脑”打造的“医
院周边治理应用场景”，大幅缓解车辆
拥堵难题。以地处闹市、毗邻西湖的杭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周边车辆平均
等候时间已从90分钟缩短到最短3分
钟。而我市部分大型医院周边拥堵成
常态。

“之所以‘痛点’‘堵点’‘难点’存
在，是因为我市底层数据还没完全打
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产
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许云林说，“智
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数据共享，但我市
部分单位共享出来的政务数据质量不
是很高，可用的数据不够多。”

我市在全国率先建成“国家—市—
区县”三级政务数据共享体系，实现国
家部委、76个市级部门、40个区县及开
发区政务数据共享；2021年，我市实现
政务数据共享4055类、汇聚3309类、
开放 1310 类，累计调用数据 142 亿
条。但许云林认为，对比浙江、上海等
地，这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云长
制”优势，提升数据质量。

“数字赋能城市治理是大势所趋。”
浪潮集团副总裁、浪潮重庆公司总经理
纪磊说，重庆要进一步利用数据，创新
打造更多智慧应用场景，促进大数据与
城市管理、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
深度融合。

此外，多位专家还提出，我市信息
化系统共建共享水平需要提升。“现在
很多部门都是自己建自己的，会导致财
政资金浪费。”许云林认为，我市应强化
统筹机制，由统一的平台提供功能组

建、软件服务，通过规模化采购等节约
财政资金，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怎么办
打通底层数据，加快构建

“8611”一体化场景建设体系

发现差距，就加油干。
记者了解到，我市正进一步打通底

层数据，加快构建“8611”一体化场景
建设体系，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智能更便
捷。

位于两江新区的国家级车联网先
导区，正在打通城管、建设、公安等部门
数据，让路和车更聪明，市民坐无人车
指日可待。

重庆“城市大脑”——新型智慧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正在升级，计划接入更
多应用场景，做到全市一网统管、一网
通办、一网调度、一网治理。

数字重庆公司正在实施智能中枢
核心能力平台项目，通过择优引入共性
技术、业务协同、知识模型、安全保障等
服务能力，统一提供给全市各政府部
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去年7月
底，该平台就可提供200多项共性技
术、业务协同能力组件。

此外，市大数据发展局还将在今年
加快构建“8611”一体化场景建设体
系。“8611”，即8大基础能力+6大支撑
体系+10个以上融跨平台及100个以
上典型应用。

8大基础能力，指加快建设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三
千兆”城市、AIoT基础设施、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山城链”，升级城市大数据
资源中心、数字重庆云平台，推广中新
国际数据通道，提升数字、网络、算力等
场景建设基础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信息模型
平台。作为城市数字底座，我市城市信
息模型平台建设由市大数据发展局、市
住建委、市规自局三个部门联合牵头，
在全国尚属首例。同时还在全国率先
部署基于“CIM城市建设服务平台+
CIM国土空间服务平台+CIM融合应
用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城市信息模型
平台总体架构，既可以满足城市建设、
国土空间部门自身业务应用所需，又可
支撑全市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
门、跨业务的数据应用。

6大支撑体系，指推动“数据目录、
数据标准、逻辑架构、系统接口、业务流
程、能力组件”六统一，持续提升数据支
撑能力、系统融合能力、业务协同能力，
夯实场景融跨共性支撑。

在打造智慧城市融跨平台方面，今
年我市力争建成投用5个以上。如，推
进“渝快政”与国家平台互联互通，提高
机关事业单位统一协同办公水平，今年
用户力争突破5万人。

市民感受最直接的是培育一批典
型应用场景。聚焦市民关注的“痛点”

“堵点”“难点”，今年我市力争在基层治
理、交通出行等领域新打造20个以上
典型应用。

聚焦解决“痛点”“堵点”“难点”

打通底层数据 重庆“智慧名城”建设加码
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 重庆市 120
急救调度中心，救
护车、急救人员、
病患情况等信息
能及时反馈到该
中心和相关医院。

▲

两 江 新 区
礼 嘉 天 街 ，百 度
Apollo自动驾驶巴
士载着乘客行驶
在开放道路上。

本版图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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