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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当代党员杂志社记者团队深入三级治理中心，追踪渣土车智

能监管全流程，解剖“九小场所安全智管”等典型案例，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呈现技术赋能

下城市治理的深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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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激发公众对数字治理的深层认知与信心，推动公众从“质疑技术”转向“信任技术”，增

强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认同感。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议题引领能力，通过“硬技术+软叙事”

的平衡表达，既展现数字治理的宏大变革，又聚焦市民“指尖办事”的获得感，打破技术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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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兼具时代厚度与民生温度，既展现“城市大脑”对 4700多项城市体征的毫秒级感

知，也记录了市民通过“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办理新生儿出生相关事务的温情故事，为全国

超大城市治理贡献了“重庆方案”。报道运用现场追踪、数据可视化等多元手法，实现专业性

与可读性统一，彰显主流媒体在技术革命背景下的观察力与建设性，社会效果良好，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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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之城 数治之路
——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观察

文︳《当代党员》全媒体记者 许幼飞 唐余方 陈骅

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地上有2万座大大小小

的桥梁，地下有超过18万公里的管线纵横交错；常住

人口3191.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67%，高

层建筑4万余栋，小微企业80多万家；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达538公里，开通319座轨道站……一个个数

字，具象化地勾勒出重庆这座城市的超大体量。

城市治理是一项全方位、全周期的系统工程，

而“超大”意味着要面对更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复杂

的城市结构、更多元的利益诉求，治理起来更是难

上加难。

重庆，这座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

市，如何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立足市情，因地制宜。重庆以数字化手段为支

撑，探索建立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基

本建成全国首个市域统一部署、三级贯通的一体化

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通过实体化运行形成实战实

效能力，使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提升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4月9日，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工作人员在运营维护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图/张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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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脑”重构治理体系

——让城市更有智慧

“2024 年 3 月 5 日 18 时 35 分，车牌号为渝

DC6XXX的渣土车在通过巴南区渝南大道朝前台

路方向行驶时，存在冒装行为……”3月6日，一条

渣土车跨区违规行为线索在九龙坡区城市运行和

治理中心大屏幕上弹出。

随即，该事件进入现场核实和调查处置环节。

九龙坡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将事件横向分

拨至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纵

向交办至属地石桥铺街道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处

置。3天后，事件处置完毕，该车辆驾驶员被处以

2000元罚款。

当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要

素流动的节奏也就越来越快。

以渣土车监管为例，过去，执法人员主要通过

设点拦停等方式进行检查，很难做到24小时全覆

盖。“面对跨区违规行为更是有心无力。”说到这里，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卫生

管理大队大队长黄太镭直摇头。

城市有“智慧大脑”，治理才能更“聪慧”。

2023年4月，重庆全面启动数字重庆建设，按

照“1361”整体架构，构建起“市、区县、镇街”三级治

理中心——市级治理中心发挥“城市大脑”作用，构

建起城市运行支撑体系，实现对市、区县、乡镇（街

道）的精准调度；区级治理中心作为“实战枢纽”，承

接市级应用，建设本级特色应用，平时保障城市高

效运行，出现紧急突发事件时高效协同处置；镇街

治理中心被赋予“联勤联动”定位，是镇街精准控制

风险、高效解决问题的一线操作系统和作战平台。

三级治理中心的建成，把相对零散的数据资源

综合成有机整体，实现了超大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变

革重塑。

九龙坡区创新打造“渣土车监管一件事”应用，

在道路卡口监控系统基础上增设视频分析模块，利

用“图像识别+算法”，自动抓取渣土车违规行为照

片和视频，第一时间形成事件报送至区城市运行和

治理中心，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分发至相关部

门。“该应用上线以来，事件处置率从以前的20%提

升至90%，处置效率更是从‘按天计算’变成‘按小

时计算’。”黄太镭感叹。

同时，借助三级治理中心，“渣土车监管一件

事”应用在全市得到推广，区域之间的联动效应进

一步增强，此前让黄太镭深感头疼的渣土车跨区违

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处置。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重庆已建立1个市级治理中心、41个区县

治理中心和1031个镇街治理中心，20多个应用实

现三级贯通，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域基层治理体系整

体重构。

应用场景实现“平战结合”

——让城市更有韧性

每天登录“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已逐步成

为重庆各镇街工作人员的习惯。

4月23日，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工作人员杨群就

通过“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发现数条安全隐

患：翠微社区一家废品收购站电气线路未做穿管

保护措施；五里坪社区一家餐饮店配置的灭火器

少于2台；港城社区一家餐饮店的空气开关防护壳

缺失……与此同时，这些经营场所的业主方也收到

了相应的整改通知。

17



沿街商铺鳞次栉比，街面客流络绎不绝，遍布

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小餐馆、小诊所、小生产加工企

业等“九小场所”聚集着烟火气，同时也隐藏着许多

安全隐患。

“铁山坪街道有近700家‘九小场所’，这个数量

在江北区不算多，但是我们辖区曾经两起严重的安

全事故均发生在‘九小场所’。”铁山坪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在城市治理中，“九小场所”的安全监管是否到

位、能否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考验着一座城

市的韧性。

过去，“九小场所”的安全监管力量薄弱、效率

低下，责任主体也不够明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避免小场所发生大事故，铁山坪街道率先探索“九

小场所”安全监管工作模式，开发“九小场所安全智

管”应用，明确安全检查应该谁来查、查什么、怎么

查。

2023年，“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完成迭代升

级，配合“经纬度+北斗系统”定位标点，融合地图导

航技术、物联网感知技术，拓展了重点管控场所燃

气泄漏、突发火灾、危险作业等应用场景。这一应

用也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典型案例在全市推广，成

为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手段。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发展不能只考虑规

模经济效益，还必须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座山城，具有韧性，才能张弛有度。重庆聚

焦提高城市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城市运行末

端开发“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危岩地灾风险管控”

“高楼消防”“桥梁结构运营状态监测系统”等数字

化应用，让城市运行被全景、实时、精准地掌握，让

预判成为可能。

截至目前，三级治理中心已梳理出城市体征指

标4700多项，建成城市体征指标专题库，形成体征

“一键查”、事件“总枢纽”、风险“一张图”、城市“体

检表”，让重庆这座超大城市时刻保持“耳聪目

明”。

“141”智治夯实基层基础

——让城市更有活力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治理中的无数难题

都集中暴露在基层一线。但与此同时，社区又普遍

面临人力物力有限的窘境。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细化程

度？数字化无疑是一把“利器”。

在重庆，许多社区都尝到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

带来的甜头。

前不久，开州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居民何宝

成通过手机小程序反映小区旁下水道堵塞的问

题。社区工作人员收到信息后，向辖区网格员发出

“及时解决”的指令。网格员随即调取监控视频，核

实情况后联系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疏通。

3月28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一位游客食用

了真空包装食品造成身体不适，与商家发生争执。

商铺附近的摄像头捕捉到人员异常聚集的情况后，

向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发送预警信息。正在附

近巡查的网格员1分钟内就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并

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处置了这一旅游消费纠纷。

4月初，渝中区大坪街道肖家湾社区一老旧小

区发生火灾，该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很快监测到

火情，并立即开展应急处置，两小时内扑灭了火情。

这些迅速响应、快速处置、精准服务的事件，都

是重庆“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简称“141”）基层智

治体系高效运转的剪影。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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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是重庆基层智治的密码。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重庆将基层党建和基层

治理有机融合，各镇街建立“141”基层智治体系——

“1个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党的建设、经济发

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4个板块”“1套网格”，形成

综合集成、扁平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41’基层智治体系实现了事项上报快速响

应、快速处理，减少了流转层级和沟通成本。”开州

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党总支书记邹平安直言，

“仅今年一季度，社区居民就通过该平台上报各类

诉求254件，办结率达100%。”

如今，“141”基层智治体系已覆盖重庆全部镇

街，构建起1031个镇街、1.1万个村（社区）、6.5万个

网格数字化全息地图，形成了重要事项置顶提醒、

紧急情况闪烁报警、重点对象优先关注、重要任务

在线调度、网格事件闭环办理等实战能力，真正实

现了“基层爱用、群众受用”。

“一揽子事”变成“一件事”

——让城市更有温度

2023年9月，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

居民李兴喜添二孩。

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手忙脚乱相比，李兴这

次明显从容许多。

李兴在手机上登录“渝快办”App，选择“一件

事”集成办理服务选项，点击“新生儿出生”，用20分

钟时间填好相关申请表，生育服务证登记、新生儿

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登记、社保卡申领、预防接种查

询等业务被打包办理。

5天后，李兴收到了邮寄上门的新生儿户口页

和社会保障卡，“完全不用跑上跑下去各个部门办

理各种手续，真是太方便了”。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既要构建起

城市运行和治理的智能中枢，也应该优化政务服务

办理流程，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一位市民身边。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就是其生动写

照，也是重庆推行“一件事一次办”的有力实践。

过去，有些办理事项虽然听起来像“一件事”，

但由于涉及的各个部门数据并未联通，审批的事项

和权限也各有不同，导致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级一级地等。这些不

便，不仅破坏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也影响

地方营商环境。

在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大背景下，重庆借势发

力，加速推进数字化集成改革，将多个部门相关联

的“单项事”整合为企业和群众视角下的“一件事”，

全面提升党政机关整体智治能力、高质量发展能

力、服务美好生活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

于是，人们欣喜地发现，过去的“一揽子事”正

浓缩简化为手中的“一件事”：

“入学‘一件事’”通过数据归集整理，家长只需

“刷脸”便能汇集所有材料信息，同时减轻学校审核

负担；“扶残助困‘一件事’”通过增加亲人帮助办理

选项、拆解办事流程各项细节，实现能让群众“选

择”的就不让群众“填空”；“企业变更登记‘一件

事’”将涉及的税务信息、社保信息、水路运输经营

者相关信息等变更备案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方便

企业一次性办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个破雾而生的应用

场景，成为重庆具有辨识度的数字成果。

截至目前，重庆累计推出80项“一件事”集成办

理服务，总办件量超过92万件。“智慧”“幸福”，成为

在重庆生活的新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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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之城 数治之路》（文字内容完整文稿）

作者：《当代党员》全媒体记者 许幼飞 唐余方 陈骅

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地上有 2 万座大大小小的桥梁，地下有超过 18 万公里的管线

纵横交错；常住人口 3191.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1.67%，高层建筑 4 万余栋，小微

企业 80 多万家；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 538 公里，开通 319 座轨道站……一个个数字，具象

化地勾勒出重庆这座城市的超大体量。

城市治理是一项全方位、全周期的系统工程，而“超大”意味着要面对更庞大的人口

规模、更复杂的城市结构、更多元的利益诉求，治理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重庆，这座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如何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

立足市情，因地制宜。重庆以数字化手段为支撑，探索建立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

理中心，基本建成全国首个市域统一部署、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通过

实体化运行形成实战实效能力，使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数据“大脑”重构治理体系

——让城市更有智慧

“2024 年 3 月 5 日 18 时 35 分，车牌号为渝 DC6XXX 的渣土车在通过巴南区渝南大道朝

前台路方向行驶时，存在冒装行为……”3 月 6 日，一条渣土车跨区违规行为线索在九龙坡

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弹出。

随即，该事件进入现场核实和调查处置环节。

九龙坡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将事件横向分拨至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纵向交办至属地石桥铺街道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处置。3 天后，事件处置完毕，该车辆

驾驶员被处以 2000 元罚款。

当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要素流动的节奏也就越来越快。

以渣土车监管为例，过去，执法人员主要通过设点拦停等方式进行检查，很难做到 24

小时全覆盖。“面对跨区违规行为更是有心无力。”说到这里，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环境卫生管理大队大队长黄太镭直摇头。

城市有“智慧大脑”，治理才能更“聪慧”。

2023 年 4 月，重庆全面启动数字重庆建设，按照“1361”整体架构，构建起“市、区

县、镇街”三级治理中心——市级治理中心发挥“城市大脑”作用，构建起城市运行支撑

体系，实现对市、区县、乡镇（街道）的精准调度；区级治理中心作为“实战枢纽”，承接

市级应用，建设本级特色应用，平时保障城市高效运行，出现紧急突发事件时高效协同处



置；镇街治理中心被赋予“联勤联动”定位，是镇街精准控制风险、高效解决问题的一线

操作系统和作战平台。

三级治理中心的建成，把相对零散的数据资源综合成有机整体，实现了超大城市治理

体制机制变革重塑。

九龙坡区创新打造“渣土车监管一件事”应用，在道路卡口监控系统基础上增设视频

分析模块，利用“图像识别+算法”，自动抓取渣土车违规行为照片和视频，第一时间形成

事件报送至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分发至相关部门。“该应用上

线以来，事件处置率从以前的 20%提升至 90%，处置效率更是从‘按天计算’变成‘按小时

计算’。”黄太镭感叹。

同时，借助三级治理中心，“渣土车监管一件事”应用在全市得到推广，区域之间的联

动效应进一步增强，此前让黄太镭深感头疼的渣土车跨区违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处置。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已建立 1 个市级治理中心、

41 个区县治理中心和 1031 个镇街治理中心，20 多个应用实现三级贯通，在全国率先实现

省域基层治理体系整体重构。

应用场景实现“平战结合”

——让城市更有韧性

每天登录“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已逐步成为重庆各镇街工作人员的习惯。

4 月 23 日，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工作人员杨群就通过“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发现

数条安全隐患：翠微社区一家废品收购站电气线路未做穿管保护措施；五里坪社区一家餐

饮店配置的灭火器少于 2 台；港城社区一家餐饮店的空气开关防护壳缺失……与此同时，

这些经营场所的业主方也收到了相应的整改通知。

沿街商铺鳞次栉比，街面客流络绎不绝，遍布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小餐馆、小诊所、小

生产加工企业等“九小场所”聚集着烟火气，同时也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

“铁山坪街道有近 700 家‘九小场所’，这个数量在江北区不算多，但是我们辖区曾经

两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均发生在‘九小场所’。”铁山坪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在城市治理中，“九小场所”的安全监管是否到位、能否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考

验着一座城市的韧性。

过去，“九小场所”的安全监管力量薄弱、效率低下，责任主体也不够明确。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避免小场所发生大事故，铁山坪街道率先探索“九小场所”安全监管工作模式，

开发“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明确安全检查应该谁来查、查什么、怎么查。

2023 年，“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应用完成迭代升级，配合“经纬度+北斗系统”定位标

点，融合地图导航技术、物联网感知技术，拓展了重点管控场所燃气泄漏、突发火灾、危

险作业等应用场景。这一应用也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典型案例在全市推广，成为提升城市



韧性的重要手段。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还必须把安全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一座山城，具有韧性，才能张弛有度。重庆聚焦提高城市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在

城市运行末端开发“九小场所安全智管”“危岩地灾风险管控”“高楼消防”“桥梁结构运营

状态监测系统”等数字化应用，让城市运行被全景、实时、精准地掌握，让预判成为可能。

截至目前，三级治理中心已梳理出城市体征指标 4700 多项，建成城市体征指标专题库，

形成体征“一键查”、事件“总枢纽”、风险“一张图”、城市“体检表”，让重庆这座超大

城市时刻保持“耳聪目明”。

“141”智治夯实基层基础

——让城市更有活力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治理中的无数难题都集中暴露在基层一线。但与此同时，

社区又普遍面临人力物力有限的窘境。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细化程度？数字化无疑是一把“利器”。

在重庆，许多社区都尝到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带来的甜头。

前不久，开州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居民何宝成通过手机小程序反映小区旁下水道堵

塞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收到信息后，向辖区网格员发出“及时解决”的指令。网格员随

即调取监控视频，核实情况后联系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疏通。

3 月 28 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一位游客食用了真空包装食品造成身体不适，与商家

发生争执。商铺附近的摄像头捕捉到人员异常聚集的情况后，向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发

送预警信息。正在附近巡查的网格员 1 分钟内就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并协同相关部门共同

处置了这一旅游消费纠纷。

4 月初，渝中区大坪街道肖家湾社区一老旧小区发生火灾，该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很

快监测到火情，并立即开展应急处置，两小时内扑灭了火情。

这些迅速响应、快速处置、精准服务的事件，都是重庆“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简称

“141”）基层智治体系高效运转的剪影。

“141”，是重庆基层智治的密码。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重庆将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各镇街建立“141”基层

智治体系——“1 个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

4 个板块”“1 套网格”，形成综合集成、扁平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41’基层智治体系实现了事项上报快速响应、快速处理，减少了流转层级和沟通

成本。”开州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党总支书记邹平安直言，“仅今年一季度，社区居民就



通过该平台上报各类诉求 254 件，办结率达 100%。”

如今，“141”基层智治体系已覆盖重庆全部镇街，构建起 1031 个镇街、1.1 万个村（社

区）、6.5 万个网格数字化全息地图，形成了重要事项置顶提醒、紧急情况闪烁报警、重点

对象优先关注、重要任务在线调度、网格事件闭环办理等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基层爱

用、群众受用”。

“一揽子事”变成“一件事”

——让城市更有温度

2023 年 9 月，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居民李兴喜添二孩。

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手忙脚乱相比，李兴这次明显从容许多。

李兴在手机上登录“渝快办”App，选择“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选项，点击“新生儿

出生”，用 20 分钟时间填好相关申请表，生育服务证登记、新生儿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登

记、社保卡申领、预防接种查询等业务被打包办理。

5 天后，李兴收到了邮寄上门的新生儿户口页和社会保障卡，“完全不用跑上跑下去各

个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真是太方便了”。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既要构建起城市运行和治理的智能中枢，也应该优

化政务服务办理流程，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一位市民身边。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

成办理服务就是其生动写照，也是重庆推行“一件事一次办”的有力实践。

过去，有些办理事项虽然听起来像“一件事”，但由于涉及的各个部门数据并未联通，

审批的事项和权限也各有不同，导致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

级一级地等。这些不便，不仅破坏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也影响地方营商环境。

在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大背景下，重庆借势发力，加速推进数字化集成改革，将多个

部门相关联的“单项事”整合为企业和群众视角下的“一件事”，全面提升党政机关整体智

治能力、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美好生活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

于是，人们欣喜地发现，过去的“一揽子事”正浓缩简化为手中的“一件事”：

“入学‘一件事’”通过数据归集整理，家长只需“刷脸”便能汇集所有材料信息，同

时减轻学校审核负担；“扶残助困‘一件事’”通过增加亲人帮助办理选项、拆解办事流程

各项细节，实现能让群众“选择”的就不让群众“填空”；“企业变更登记‘一件事’”将涉

及的税务信息、社保信息、水路运输经营者相关信息等变更备案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方

便企业一次性办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个破雾而生的应用场景，成为重庆具有辨识度的数字成果。

截至目前，重庆累计推出 80 项“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总办件量超过 92 万件。“智

慧”“幸福”，成为在重庆生活的新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