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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来重

庆视察时和三次向智博会致贺信中，专门
对重庆数字化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
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数字是解读重庆发展的密码，也是打
开重庆未来的钥匙。

对于新重庆建设而言，建设数字重
庆，就是其中的关键一子。下好了这一
子，就能起到“一子落满盘活、牵一发动全
身”的放大效应。

宏观层面来看，数字化是现代化的关
键变量和基础设施，是重庆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新图景、
实现高效能治理的新范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系统谋
划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不是一道选择题，而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的必答题。

微观层面来看，从过去人们常说通
水、通电、通公路，到现在强调的通网络、
通数据、通业务，数字建设也日益成为人
们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的“必选项”。

数字变革，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在未来发展中，重庆与其他城市相
比，是棋逢对手，还是棋高一着，就看能否
下好数字重庆建设这个关键应手。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经济
形态、社会形态、治理形态，不断成为区
域发展新的动力源。4月25日，我市召
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进一步明确数字
重庆建设是“一把手”工程，要聚焦聚
力、实战实效、彰显特色，加快打造数字
重庆建设标志性成果，以数字化引领开
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

建设数字重庆，是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答题，是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的关键变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突破性抓手。把数字重庆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抓紧抓实，具有一子落满盘
活、牵一发动全身的放大效应。全市上
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
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战略
部署，把数字重庆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宏大场景中来谋划推进，全力打造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高品质生活新范
例、高效能治理新范式。

建设数字重庆，要把握概念方法，
做到心中有数、行动有方。概念清晰，
方向明确；方法科学，事半功倍。数字
化是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乘数效应的关
键变量和基础设施、是改革攻坚的关键
手段、是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提升干部适应引
领现代化能力的大舞台。建设数字重
庆，就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
和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
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在
这一过程中，要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
体系，用现代化手段解决传统方式难以
解决的复杂问题，推动各领域工作体系
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

建设数字重庆，要聚焦重点任务，
做到纲举目张、有的放矢。当前，数字重
庆面临低水平重复、多头投入等问题，亟
须提档升级、迭代更新。要以“1361”整
体构架为牵引，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
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形成引领
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市域范例。具体而
言，就是要聚焦“一年形成重点能力、三
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形成体系能力”目
标，抓好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这
个关键，突显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
心这个最大特色、最大亮点，统筹推进数
字党建系统、数字政务系统、数字经济系
统、数字社会系统、数字文化系统和数字
法治系统建设，打造一个功能互补、统一
衔接的有机整体。

建设数字重庆，要强化后发优势，
做到蹄疾步稳、扎实推进。推动数字重
庆建设，要坚持典型引路，紧扣近期目
标，按季稳步推进，边干边完善、边干边
深化，推动最快系统部署、最小投入代
价、最佳实战效果、最大数据共享。一方
面，要尽快上线运行一体化数字资源系
统（IRS）基本功能，谋划推进三级数字
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四梁八柱”，
把部门、区县和条件成熟的街镇部署起
来，把最核心最关键的应用先跑起来。
另一方面，要以“三张清单”为抓手，按照

“大场景、小切口”和急用先行、成熟先行
的要求，抓好重大应用谋划和开发，坚持
迁移一批、迭代一批、开发一批、谋划一
批，争取更多重大应用成果落地。

数字时代，变革之中蕴藏无限可
能。当前，重庆市域治理方式、手段、工
具、机制正在迎来系统性重塑。以此为
契机，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
快业务培训、强化人才支撑，主动塑造
数字变革新优势，积极拥抱数字文明新
时代，就一定能凝聚起推进数字重庆建
设的强大合力，将数字重庆建设打造成
为现代化新重庆标志性成果。

未来的世界，是数字孪生世界。可以说，谁能下好“数字”这个先手棋，谁就能在未来的
区域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继而保持优势，形成胜势。

4月25日，数字重庆建设大会召开，这标志着酝酿已久的数字重庆建设，拉开了大幕。
什么是数字重庆，如何建设数字重庆？
建设数字重庆，会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相关企业而言，又蕴

藏着什么机遇？对各级领导干部，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加快打造数字重庆
建设标志性成果

□ 重庆日报评论员

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要善于抓住
棋筋。

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六大应用系统，
就是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必须抓住的
棋筋。

这六大应用系统，是对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具体落地，有利于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全面落地。

抓住这些棋筋，找准应用场景、强化
需求导向，加快构建高性价比的数字重庆
系统，实现数字党建整体智治、数字政务
高效协同、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社会
普惠便捷、数字文化自信繁荣、数字法治

保障有力，才能让数字重庆便民利民、深
入人心。

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必须全局
在胸。

数字重庆建设是“一把手”工程，也是
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只有全局在胸，才能亲自梳理核心业务、
研究重大需求、推进任务落实。

在建设过程中，既要建立全市重大应
用“一本账”，确保开发资源高效集成、避
免重复浪费，也要建立争先创优、政企合
作、“一地创新、全市共享”等机制，创新市
场化开发模式，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
形成可持续的开发运维机制。

大幕已经揭开，数字重庆好戏即将
登场！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要用好“先
手棋”。

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就是数字重庆
建设的最大特色、最大亮点，是重庆作为
直辖市最具有辨识度的成果，也是下好数
字重庆这盘大棋的“先手棋”。

通过在市、区县建设城市运行和治理
中心，在镇街建设基层治理中心，可以构
建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
行“一贯到底”、监督“一览无余”数字化协
同工作场景，提升超大城市敏捷治理、科

学治理水平。
干部谁在线，谁在状态，一目了然。

城市哪里问题多，哪里矛盾突出，哪里效
率低下，后台都看得清清楚楚。

数字重庆，不是空中楼阁，要让人可
感可知。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与
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一道，构成了数字重
庆的底座和基石。

这也是数字中国、数字重庆，落实到
用数字化来提升城市运行、管理和服务水
平的具体应用。

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必须要下好
“胜负手”。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是建设
数字重庆的关键支撑、核心要件、智慧化
平台中枢，也是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的

“胜负手”。
在全国各地，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少地方耗费颇多
的数字化工程，最后变成了仅供参观的

“大屏工程”，甚至出现了没有数据、数据
不能用、不共享等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官员把数字化
当成政绩工程，甚至搞成劳民伤财的工
程，一件事搞一个小程序，一个部门搞几

个 App，不求实效。内部数据都没有打
通，更奢谈跨部门的数据共享。

建设数字重庆，绝不能搞排排坐、分
果果那一套，更不能各行其是、另起炉灶，
光增项目不增服务、光搞工程不见功成、
光弄外包不学技术。特别是公共数据平
台必须一体化智能化，必须坚持矩阵式发
展，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多头投入。

只有严格按照统一规划、构架、标准、
支撑、管理、运维原则，构建“市—区县—镇
街”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形成算力
存储“一朵云”、通信传输“一张网”、数据要
素“一组库”、数字资源“一本账”，才能更好
地促进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多跨协同。

下好数字重庆这盘大棋，关键是要树
立一盘棋的思维。

当下，一些地方频频出现“证明多”
“办证难”“办事难”“系统多”的情形，甚至
开设“马上就办”“办不成事”窗口，表面上
看是服务态度的问题，根子上是服务能力
的问题——没有全面拥抱数字化。

如重庆主城某区，居民买新房上户
口，有部门要求居民必须从小区门口录视
频，一路录到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以证明
有人居住。而实际上，要证明有没有人
住，水电气网数据一看，一目了然，又何必
多此一举，让居民跑断腿？

数字时代，不能拉稀摆带。要适应新

时代，就必须要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
应的生产、生活、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
务、治理能力。

数字重庆建设，就是运用数字化技
术、思维、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
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跨层
级、地域、系统、部门、业务的高效协同为
突破，以数字赋能为手段，以数据流整合
决策流、执行流、业务流，推动各领域工作
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
从整体上推动市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
率、动力变革，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数字是解读重庆发展的密码

要树立一盘棋的思维

要下好“胜负手”

要用好“先手棋”

要善于抓住棋筋

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市大脑”正在高效运转。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有“重庆链岛”之称的渝中区大石化新区数字产业园。图源：渝中区网信办

渝中区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园。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数字经济展示中心。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