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4年 4月 29日 星期一

!"#$%&'()*+,-./01234567896:;<6

=>?6@ABCDEFGH'(IJKLEMNOPQPRSTUA

VWXYZ[/0\])*E^_`aObc)dLEefVN0

ghFLEij`kLEO'(`klmij4nhFo'(p

qrstu0vjwx`k4nyz{6BCy|}0~!E^_`

a0"#$^%)*O

&'()*+,-./0};1234"-0&5;u6sBC

=67829:5;<=>234"789:&50?@ABC9:DE

3F{vjK'(4BFGtuGH0ij4nFGoIJ'(1

KKrstu0L7MNFGOCPQ*PRS;1'S0TUa

'(V:WXYZLEa%O

[\S0g"-0&T]^K,-'(1K2_`aOTbcd

)*,-'(1K0e,-'(1Ko4nFGtuf!T)*K

ghijOUa"-0&k2_)*04nFGKlm0e!T"-

0&nopq2_.|KUir0stUa"-0&2_u*4ny

LEL7KghvwO

xy6sBC=K'(4BFGtuGH0tzFG6{|6p

q}~'KB!'("#$%O&GHlmCMNK@''()

*+FG*=6,6-~'yK"./012&BCSJ0k"#3p45

~E/6*./7j45K"8c90:;<=>1450?@A

BC=DEFG*12=;=NFkByG#O345KrsMN

3"-0&"#BCy|}H;IJVNO

ABBCK1'LO@A45c906sBC=K'(4BF

GtuGHkTKM.NOPKK1QR0S"8/T6/6Uj

VWDOKMXkgY5E@ZcwF[\K1B]0S^BK

16GBK16"*_&̀ a/6D033.$K1bcO@80"-

0&ed}3F{FGAB:{DE12BC./"eSJ012"e

6k12fghi0@8CTKM.N/6456jk453>D

OP{|0l.KMC"bf{|KmmO

nUMj6QoopqO"-0&Kro*Mj6exy453

/6jV6st]sDNFc90ghuK$vwx/6FG*y

GzF{|0.$Qo}~O"-0&!b"skd}45[#*p

q$%/60$y/&'(O

)*0d}6s+,-./GH0"-0&eAB01-./2

30N4kH+, 155{g67~89:"-0&-././p0

.;Qs<=>'LK?"-0&./10@Ab\B"KCpK1

'LO

DE&'"-0&o6sBC=6789:KuV0T"-0&1

KFGChFHa0?eIa}T9:'(`kz{|}.N;a

KFG12O_JBCyFGKKLrm0"-0&eUa./1K

'LNmEMN0TO3/PQR<=>KK1'LO

!"#$%&'

!!"!

#$%&'%&()*+,-!./012345()67

#$89:;<=>?@A/B

陈瑜是四川人，今年 60 岁，已退休 10 年。最

近，养老金怎么领一度是她的烦心事。“先前每年都

要到社保中心去进行养老资格认证，这两年搬到

重庆和孩子一起生活，还要回四川认证吗？”带着疑

问，陈瑜来到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堰兴社

区服务中心。

“陈阿姨，您把身份证给我。”在社区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帮助下，陈瑜只花了两分钟就完成了

养老资格认证。

两 分 钟 的 背 后 ，是 智 慧 城 市 数 据 的 高 效

流动。

原来，重庆市人社局与四川省人社厅实现了

数据共享。“我们在系统里发出查询指令，就能够调

取成渝两地系统的相关信息。”重庆市人社局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调取信息后，就能够对认

证人员的信息进行比对，从而实现异地认证。

据了解，目前，仅在人社系统，“川渝通办”事

项已经达到 43 项，今年 1 至 4 月，重庆累计办理

人社相关业务 28.4 万件。

不仅是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关系互

转也是热门的“川渝通办”事项。

不久前，钟先生咨询大渡口区社保中心，想

把自己在成都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大渡口区，

“工作人员告诉我，只需点击‘渝快办’上的‘川渝

通办专区’，就能够实现保险关系转移，全程不超

过一小时。”钟先生说。

以前，想要转移社保关系，需要居民提交材

料、填报申请，前前后后花一个多月。如今，依托

人社数字政务系统，居民只需指尖操作，后台数

据就自动运转。

在重庆，这样的数据流动十分频繁，筑起智

慧城市的数字底座。

去年 4 月，重庆市启动“数字重庆”建设，搭

建起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三级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六大应用系统和基层智治体

系，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将相对离散的应用系

统、组件、数据、云网等数字资源综合集成为一个

有机整体，实现全市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加

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不仅仅是“川渝通办”更加便捷，数据的充分

涌流让“城市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重庆推动“渝快

办”和“渝快政”贯通，市民在手机端可以申报事项，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渝快政”进行办公，三

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覆盖全市的监

测预警、指挥调度、决策支持事件流转等系统，实现

“一键智达”“一贯到底”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

目前，重庆已打通国家到市、区县、镇街的

“数据通道”，全面建成 79 个市级部门、41 个区

县、1031 个镇街数据仓，数据共享需求满足率达

90%，为 191 个应用开发升级赋能。

“数字重庆”搭建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社保关系互转成为“川渝通办”热门事项
本报记者 常碧罗

“我们这趟车晚点了，深夜才到成都东

站，没想到地铁还在‘等’我们。”不久前，重

庆市民张先生一家来四川成都旅游，这座城

市的智能和便利让他忍不住点赞。

张先生并不知道，地铁之所以能“等”

客，缘于时刻运转的城市“智慧大脑”。

“嘀嘀！今日 23时后有 15趟列车晚点到

达成都东站，总人数约 8160 人。”时针拨回 3
小时前，成都市智慧蓉城交通运输城运分中

心平台监测到列车晚点，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将晚点信息共享至成都轨道集团、公交集团

和出租企业、出租车驾驶员车载终端。交通

部门采取地铁延时收车、抽调公交应急运力、

增派空载出租车（网约车）等措施做好接驳工

作，到站旅客不到两个小时就疏散完毕。

作为国内首批启动智慧交通建设的城

市之一，成都致力于让城市交通运行更“聪

明”，不仅提升了城市通勤效率，也为春运、

大型赛事等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保障。

“通过打通后台数据，平台能够实时监

测全市交通运行态势，智能评估运能，形成

监测、预警、处置、反馈全流程工作闭环。”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相关人员王大

江说。

据了解，成都市智慧交通体系融合民

航、铁路、城市交通、道路交通等 15 大类综

合交通全行业数据，日均新增数据 6 亿条，

并向 100 余家单位共享，推动数据资源“一

网通享”。同时，不断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

治理，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数字体征指标

体系、交通运行体检表，实现交通运行“一

网统管”。

装有感应系统的路灯，能自动调节亮度，

实用又低碳；桥梁上安装了监测系统，一旦数

据异常就会自动报警；居民的大件垃圾不再

“搬运难”，可“一键上门收件”……这些变化

让城市更“聪明”，也让群众生活更便利。

不仅是智慧交通，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

2100万的超大城市，成都积极推进智慧蓉城

建设，从内到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打 开“ 高 新 通 ”小 程 序 ，提 交 相 关 资

料 …… 重 庆 一 家 科 技 公 司 项 目 主 管 李 先

生，在出差路上就申办了在成都的科研补助

项目。不久前，成都高新区科技创新局企业

培育处工作人员曾专门来电指导办理。“通

过‘天府蓉易办’‘高新通’等平台在线就能

提交申请，不用两地来回跑了。”李先生说。

近年来，成都加快推进三级智慧蓉城运

行中心和市级部门分中心一体化实战化运

行，25 个市级部门牵头建设 120 个应用场景

并接入市级智慧蓉城运行中心平台，有关县

（市、区）开发了 109 个特色应用场景，服务

日常城市管理。

越发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让群众生活更加

便利。目前，四川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

共设立了 200多个“川渝通办”窗口，为企业设

立登记、公积金提取、医保社保转移接续等高

频业务提供异地办理服务。

图①：工作人员引导群众使用政务服务

系统。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供图

图②：智慧蓉城交通运输城运分中心指

挥大厅。 四川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智慧蓉城运行中心服务日常城市管理

旅客晚点到站，有地铁在“等”
本报记者 宋豪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加快智慧城市

建设步伐，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立健全

“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让城市治理更

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推出 311 项“川渝通办”事项，涵盖就业、社保等

群众身边事；实时监测到站旅客数量，采取地铁延时

收车等措施……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唱好新

时代西部“双城记”，智慧城市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从“数字重庆”到“智慧蓉城”，“双城记”的

“智慧”含量越来越高，“数字+”成为连接双城的一座

桥，也成为感受城市活力的一扇窗。

——编 者

重庆、成都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双城记” 生活添便利

本报北京 4月 28日电 （记者陈圆圆）28 日，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在上海发布《2023 中国网络文学蓝

皮书》。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达 5.2 亿人，作品总量超 3000 万部，年新增作品约 200
万部。2023 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 40 亿元，海外

活跃用户总数近 2 亿人。全国 50 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

的数据显示，2023 年营收规模约 340 亿元。全年新增

注册作者近 250 万人，同比增长 10%。

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 5亿人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世涵 王欣悦
本版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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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项“免证办”事项实施、311
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动动

指尖，感受双城生活、同城体验……

一张 2023 年“川渝通办”成绩单，显

示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巨大

潜力。

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

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

理的新模式。2013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公布了首批 90 个智慧城市

试点。2023 年，40 个智慧城市时空

大数据平台建成。从信息化到智能

化再到智慧化，数据联通、服务联

结、治理联动的智慧城市，在推进城

市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漫步城市街头，智能交通、智能

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

务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信息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在川渝，阅读一卡

通项目让“四川借书、重庆还书”成

为一种可能；在浙江杭州，通过“城

市大脑”可以实现 30 秒入住酒店、

20 秒景点入园、10 秒找空房。

城市，因数字赋能而智慧，更因人而生动。一座城

市的更新，得益于数字技术的精准赋能；两座城市的

“牵手”，源于算法逻辑背后的人文关怀。一趟等待晚

点旅客的地铁、一项网上办理的跨省业务、一张多地通

用的交通卡……庞大的数字公共服务体系，落脚点是

知冷知暖的贴心举措。将技术嵌入居民日常生活，才

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庆和成都，迥异的地理风貌，因智慧城市建设而

紧密相连、畅联互通。山水相依、人文相亲、数字相连，

期待数字中国的画卷，涌现出更多有技术、有温度的数

字“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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