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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重庆赛区比赛启动

详见 版02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三招确保人才供给

两江新区这样抓科技创新
详见 版04

重庆汽车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0年整体产量158万辆，同比增长13%
■单车价值同比提高8000元

详见 版03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
前，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局了解到，2020
年重庆通过推进实施数据治理、数字基
建等项目，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速“智
慧名城”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市数
字经济企业数量达到1.85万家，2020年
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1%。

市大数据发展局介绍，从2019年
起，我市形成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
云长”，6位市领导任“系统云长”，110
个市级部门、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任

“云长”的“云长制”体系。截至2020年
底，“云长”单位累计上云信息系统2458
个，上云率98.9%，同比提升13%；累计
整合关停信息系统 2079 个，整合率
68.4%，同比提升18%，居全国前列。

“2020年以来，随着《重庆市大数

据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重庆市政务
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标准体
系逐步完善，推动了全市数据汇聚共享
开放。”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
2020年我市建成城市大数据资源中
心，68个市级部门形成共享数据集中
部署部门数据资源池，集中存储数据
2666类；市级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增长
至3505类，政务数据累计调用94.4亿
条，较“云长制”实施前增长170%；在
全国率先实现“国家-市-区县”三级政
务数据共享体系全覆盖，实现川渝两地
跨区域联通、两地目录互挂、生态环保
领域首批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市公共数
据开放系统上线，首批向公众提供涉及
市场监管、税务等800多类公共数据。

按照《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

（2019-2022年）》，2020年我市持续推
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135”框架，即“1个
智能中枢、3大支撑体系、5类智能化创新
应用”。目前，作为智能中枢的重庆新型
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已建成投用，首批
接入80个市级部门、区县及企事业单位
150个业务系统，向外提供204个数字
化、智能化、标准化能力组件，初步实现

“一键、一屏、一网”统筹管理城市运行。
与此同时，3大支撑体系和5类创

新应用亦亮点纷呈，比如2020年初部
署上线“渝康码”，截至目前累计申码量
2480 万次，访问量 14 亿次，扫码量
1744万余次；“渝快办”办理事项增至
1875项，用户突破1400万人，实现政务
服务事项全覆盖；“渝快融”融资平台助
20.4万家小微企业成功融资320亿元。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是
2020年我市“智慧名城”建设又一亮
点。去年，我市数字基建动作频繁，包
括两江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器支撑能
力提升至30万台，上架率65%；万国数
据中心、润泽数据中心等项目开工，江
南大数据中心、移动-亚德数据中心等
项目建成投用；建成5G基站4.9万个，
建成中新国际数据通道等，推动跨境通
信能力显著提升。

“加快布局数字基建，仍是我市今
年‘智慧名城’建设的重头戏。”市大数
据发展局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局正在推
动建设以数据中心为底座、5G通信为
纽带、超算中心为重点、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为抓手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我市
将逐步建成为内陆国际通信枢纽。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实现可视化
应急救援。近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
悉，西部（重庆）科学城应急指挥中心正
式运营。该中心通过远程可视化信息
传输、应急联动指挥调度系统、“一企一
档”等多种方式，构建智能化防灾减灾
的公共安全体系。

“中梁山某区域发现明火，需要快速

扑灭！”应急指挥中心发出紧急通知，消
防救援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
场救援。大火很快被扑灭，整个过程比
以往缩短20分钟——这是西部（重庆）
科学城应急指挥中心的一个演练场景。
该中心依托5G网络，通过大数据、信息
化手段，提高应急救援水平和速度。中
心大屏幕上的应急指挥地图，就是一张
高清电子地图，超大屏幕几乎占据整个

背景墙，城市运行、地质灾害、森林防火、
防汛抗旱等数据，均在这张地图上呈现。

“中心对重点领域安全生产进行实
时监管巡查，如森林火灾云端监控有9
个点，采用红外线监控，主要集中在曾
家镇、含谷镇、金凤镇、虎溪街道。每个
点覆盖半径5公里。”该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中心综合运用城市低空巡防无
人机、智能头盔、智能眼镜等实时回传

数据，实现远程可视化环境应急指挥，
只要温度异常就会触发系统报警。

该中心建有安全监管信息平台，能
第一时间与市应急部门取得联系开展指
挥调度。中心还建立健全了应急管理信
息员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备战制，将
应急值班、12350投诉电话等多项服务
收进“一扇门”，接报后立即响应处置，从
而构建起完备、及时的公共安全体系。

构建智能化防灾减灾体系

科学城应急指挥中心正式运营

重庆“智慧名城”建设提速
2020年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1%，目前已汇聚数字经济企业1.85万家

1 月 19 日，永川高新区凤
凰湖产业园，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焊装车间，
机器人对 WEY 坦克 300 车身
底盘进行焊接作业。

据了解，坦克平台拥有全
球化、智能化、模块化、高可靠
性、高灵活性五项特征。未来
坦克家族将会扩大产品阵营，
推出中型、大型等众多个性化
的车型。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陈仕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