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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报记者 邬姜 文/图

带娃宝妈想出去工作，无法看护孩
子怎么办？婆婆爷爷要出门办事儿，娃
娃由谁来照看一会儿……这些都可以交
给社区托育点。

7月 7日上午，“共建大堰社区托育
点”签约仪式举行，签约双方是社区和承
办的托育机构。

这是九龙坡区开放的首家专门为 1
至3岁婴幼儿打造的社区托育点。九龙
坡区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首先在
九龙街道试点建设了“嵌入式”的社区托
育点，目前为居民提供“临时托育”“半日
托育”等服务。

开设临时托和半日托

宽敞明亮的教室、颇具童心的装饰、
完善的设施配备……走进大堰社区服务
中心，社区托育点就设置在一个安静的
房间里。

“大树上面有个洞，住着五只毛毛
虫，大虫出去看一看，二虫出去招招手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便是舒适温馨
的环境和童趣的设计，两位老师带着 5
个宝宝正在做游戏。

“这里的老师都是来自中心总部的
优秀老师。”大堰社区托育点承建方、花
儿向上儿童成长中心负责人郑萍介绍，
根据要求，在设置规范方面，托育点安全
防范参照托育机构设置标准，配备了“两
教一保”（两位老师一名保育员）师资，以
及一名托育点负责人。

在托育点的建设运营上，虽然教学
区只有 40多平方米，但“麻雀虽小而五
脏俱全”，设有活动展示和综合游戏两大

区域。其中，活动展示区域设置了长桌
可供幼儿开展阅读、绘画等教学活动；综
合游戏区设置了建构、阅读、益智、艺术
等区域，为1至3岁的婴幼儿提供各类游
戏玩具及设施。

定位为普惠性托育点

据介绍，活动场地依托社区功能配
套房、舞蹈室，有三四百平米，可容纳 50
组家庭参加亲子活动，目前开设1个班，
共12个托位，可根据情况增加班级。如
有增加班级，隔壁的社区儿童活动室可
拓展为托育教室。

此外，托育点可以开展亲子课程、家
长教育辅导等课程，帮助三岁以下的小
朋友养成良好的早期行为习惯，进一步
增进亲子互动。

“社区办托育点太好了，方便双职
工家庭，把带娃的老年人也解脱出来
了。”当天，筑景尚堰小区居民黄兴萍、
任显惠、尹天惠组团参观这个托育点。
她们表示，小区里很多打工的家庭，可
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们。

就居民关心的费用问题，记者也进
行了打探。该托育点定位为普惠性托育
点，目前为免费试营业，正式运营后，参
考普惠性托幼服务标准收费。

“上个月，我们开始托育点试运营，
一开始不少家长很担心，对社区托育点
不放心。但经过半个月观察，看到孩子

在这里玩耍得开心，逐渐打消了疑虑。”
郑萍介绍说，目前只开设临时托和半日
托，如以后开办全日制托管服务，餐食由
中心统一配送。

据介绍，目前，大堰社区托育点为月
龄 13个月至 36个月有需求的婴幼儿提
供免费照护服务，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五上午 8时至 12时。正式运营后，定
位为普惠性托育点，周围有需求的居民，
可到社区进行预约登记。

探索同步解决“一老一
幼”的难题

九龙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
任王跃介绍，经过前期摸排，大堰社区 3

岁以下孩子有近 300个，每年出生婴儿
200多人，虽然片区有幼儿园，还不能完
全满足居民的托育需求。对于大堰社区
托育点接下来的“微改造”，街道将全力
支持配合，这个普惠性托育点将作为社
区的社工项目申报街道的龙基金，从资
源和资金上给予支持。社区将投入人力
进行宣传推广工作。

九龙坡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3
岁以下的家庭，大部分双职工家庭主要
是依赖祖辈带娃，但是老年人也想有自
己的空闲时间。社区托育点的试点推
出，正好能同步解决这“一老一幼”的难
题。希望依托街道社区的公信力，和优
质托育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打造15分钟
托育样板服务圈。

7 月 10 日，施工人员在北碚区
渝武高速复线观音峡嘉陵江特大桥
架设引桥T梁（无人机照片）。连日
来，重庆渝武高速公路复线控制性
工程观音峡嘉陵江特大桥引桥T梁
架设全面展开，预计今年内全桥可
实现贯通。观音峡嘉陵江特大桥位
于重庆市北碚区，大桥主跨235米。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文/图

今年以来，沙坪坝区围绕“重大改
革”，确定了建设数字政府等7项具有沙
坪坝辨识度、标志性、示范性的重大改革
项目，全力打造重大改革标志性成果，坚
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要效益，助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中，在推进数
字重庆建设中，沙坪坝区着力打造的数
字化智慧平台在嘉陵江防洪度汛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动态模拟+决策支撑
打造城市智慧防御平台

从7月2日开始逐渐展开的本轮降雨，
导致重庆、四川、河南、陕西等多地遭遇了
强降雨侵袭。当前，七大江河流域全面进
入主汛期，全国各地将进入防汛关键期。

“在应急管理上，我们积极推动数字
化智慧平台建设，打造的嘉陵江洪峰应
急指挥系统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了感
知、分析的功能，后期将拓展服务、指挥、
监察功能，最终实现‘五位一体’目标。”
沙坪坝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
任曹铮向记者介绍，通过应急指挥系统，
可以实时监测嘉陵江水位。

曹铮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主要江河
到目前为止汛情比较平稳，全国大江大
河目前水势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也没
有台风登陆。“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
候，防汛关键期更要提高警惕，随时应对
复杂的突发情况。通过应急指挥系统，
我们还可以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模拟。现
在我们正在模拟嘉陵江水位到达192米
的情况，通过系统推演我们可以看到，灾
情预计将波及 8006户居民共 21084人，
36个车库和45条道路将被淹没。”

通过嘉陵江洪峰应急指挥系统，记者
能够直观感受到模拟水位下的磁器口片
区受灾情况，在模拟嘉陵江水位到达192
米的情况下，洪水水位已到达古镇迎龙门
牌坊题字处，洪水几乎与沙滨路齐平，古
镇临江商铺三层以下被洪水淹没，洪水通
过清水溪向内部蔓延至古镇步行街地雕
广场，金磁路、溪凤路未受洪水影响，车辆
可正常通行，沙滨学校沿江一侧部分低洼
路段被淹，导致救援车辆无法通行。

“这是嘉陵江洪峰应急指挥系统最
重要的淹没分析功能，通过最高水位、最
低水位、水位上涨速度等参数的设置，模
拟街道、建筑物、车库、设施设备、倒灌
点、居民、商业门面等的淹没情况，并出
具淹没分析报告。”曹铮介绍，系统的淹
没分析功能将立体展现受灾情况，减少
救援盲区和空间死角，系统可以为救援
队伍规划出最佳施救线路，及时前往受
灾最严重的地区，基于系统推演模拟的
实时情况，各街道可提前做出人员及物
资的疏散和转移，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今年 4月 19日举行的 2023重庆
市洪涝灾害综合应急演练中，沙坪坝区
通过防汛指挥决策支撑系统，按照以气
象、水文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启
动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这一套防汛指
挥决策支撑系统主要包括流域洪涝和城
市内涝两大板块，各功能模块将灾前预
警、灾中应急、灾民安置、灾后恢复等各
环节工作模块化、系统化，初步实现一图
通览、一网统管、一键调度。在该系统的
配合下，磁器口街道 433户 1357人迅速
完成了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时也完
成了城市内涝应对、山洪地质灾害防范
等多个课题。

深度采集+管网分析
全面监测不留安全死角

回想起2020年8月19日的“嘉陵江
2020年第 2号洪峰”，曹铮依然记忆犹
新：“那是当年入汛以来长江上游最大洪
水，也是重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
由于上游来水峰量高，前后洪水间隔时
间短，重庆中心城区长江、嘉陵江底水处
于高位，造成洪水量大势猛，危害严重。
当时最高水位达到 192.65米，导致沙坪
坝区受灾严重。”虽成功应对该次洪峰，
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也存在基础数据不
清、信息化基础欠缺等不足，无法满足新
形势下防汛应急管理工作的现实需求。

“19日当天，我们应急值班室接到
了双碑永胜桥片区的报告，该片区多栋
居民楼受洪水影响，部分楼栋出入口已
被淹没，需要紧急转移居民。”曹铮回忆
当天的情况时说，“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那是一个紧邻 212国道的片区，都快到
双碑隧道了，距离嘉陵江直线距离超过
了1公里，怎么可能会受到洪水影响？”

常年住在永胜桥的居民王碧文老人，
带领记者实地查看了当时让洪水涌入居
民区的“罪魁祸首”——詹家溪，这是一条
由詹家溪大桥底部汇入嘉陵江的支流，流
经前进坡小区、团结坝社区、永胜桥片区
等地。“洪水是顺着我们辖区内部的河道
蔓延到我们这里的，这条河沟平时几乎没
什么存在感，从外面很难看到，地图上都
找不到，就是个排水渠。”王碧文婆婆对当
天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街道通
知了我们做好转移准备，但是我们还是麻
痹大意了。你想嘛，我们下面还有石滨
路、中心湾，他们都没怎么受到影响，我们
更不可能受影响了。没想到，到了晚上我
们这里水看着看着就涨上来了，要不是救
援及时，我们撤都撤不走。”

“此次事件说明我们在防汛工作中还
存在死角和盲区，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强
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
担当意识，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牢牢把握防汛防涝工作主动权，坚决守住
防汛防涝安全底线。”曹铮表示，风险时刻
存在，监管部门在“明”，风险隐患在“暗”，
怎么让潜在风险“可见”？这就是嘉陵江
洪峰应急指挥系统研发的初衷。

为了全面掌握沙坪坝区可能存在的
防汛风险点，设计团队利用无人机开展
倾斜摄影和三维建模、正射影像工作，共
获取航片约110500余张，分块模型9766

个，结合地形测绘技术形成精度为±5cm
的三维实景地图。据了解，嘉陵江洪峰
应急指挥系统通过高精度建模，覆盖范
围包括嘉陵江沙坪坝段沿江16.3平方公
里，涉及 9个街道 28244户 97388位居
民、居民建筑707栋、商业铺面383栋、道
路57条、设备设施59台。

“既防洪水也防内涝，这不是简单的
在三维地图上堆数据，它还具备管网分析
功能。”曹铮介绍说，系统还接入了部分临
江区域的监控设施，方便我们随时调取实
时画面，随时掌握最新情况，覆盖范围从
前期的临江区域延伸至城市内部，辖区内
部管网和支流、景观河流湖泊全部纳入监
测范围，不留安全死角。目前系统整合了
沙坪坝区9个街道的地下管网，可实现管
道的流向分析、追踪分析、连通性分析、纵
横断面分析以及管网的档案查询、定位
等，使地下管网“一张图”全盘掌握。

据悉，嘉陵江洪峰应急指挥系统一
期于2022年投入试运行，目前运行状态
良好，二期正在开发中。二期系统将扩
展水雨情预警信息、沿江视频监控、水位
实时监测、区域预警广播及预警转移指
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应急指挥系统调
度能力，为防洪度汛提供数据化、可视
化、智能化的汛情识别、管控和处置决策
支撑，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九龙坡区首家社区托育点试运营
为居民提供“临时托育”“半日托育”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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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

高速公路桥梁架设忙 □ 万盛报见习记者 戴鑫

“‘请您来找茬’意见书，欢迎您来找茬。”近日，万
盛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导服台旁新设的意见栏吸引了
办事市民的目光。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是各级各部门服务的基
础，新增设“请您来找茬”意见书是对原有便民服务的
升级，邀请企业、群众以办事群体视角对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的准确性开展查错纠错，对易读性进行体验
检视，对便捷性提出优化建议，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找茬’内容涵盖了办事指南事项名称错误、基本
要素残缺、无示例样表、逻辑不匹配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工作人员根据群众‘找茬’内容及时记录、及时转
办、及时反馈。”万盛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中
心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受理整改后，还会对反馈人进行
电话满意度回访，确保问题快解决、真解决。

同时，万盛区行政服务中心依托“渝快办”平台
“好差评”体系，组建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好差评”
专班，一方面组织政务服务部门通过内网系统对本部
门办事指南满意度进行总结评价，另一方面积极引导
办事群众使用“渝快办”网页对办事指南进行满意度
调查，从而倒逼部门加强问题检视整改，促进服务高
效化。

万盛行政服务请您来“找茬”

□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现在好了，场镇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有了好转，环
境也更干净整洁了。”近日，谈到身边的环境变化，綦江
区隆盛镇居民崔元江高兴地说。

隆盛镇的变化得益于綦江推进的乡镇（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2022年，綦江区成为全市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试点区县之一和全市唯一的推进
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试点区，隆盛镇成了
首个试点镇。

“区级部门执法‘管得着却看不见’，乡镇政府‘看
得见却管不着’。”隆盛镇镇长黄昌平说。隆盛镇按照

“2+5+X”方式组织起一支综合执法队伍，实现了“一支
队伍管执法”。“2”即2名固定执法人员，“5”为5名以执
法工作为先、兼顾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领域执法人员，

“X”为若干名不固定的其他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人员。
与此同时，各职权下放部门采取“常态入驻＋按需

入驻”相结合方式，通过现场指导、线下培训、专题讲座
和线上课堂等多种形式，指导镇街执法人员办案，持续
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综合素质，以确保下放职权“接得
住、管得好”。

截至目前，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城
管局、城乡建委、环保局、农业农村委 6个部门已将 76
项权力清单委托该镇开展综合行政执法。

綦江区司法局负责人表示，隆盛镇的综合行政执
法规范化建设，已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将在全区
范围进行推广。

开展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试点

綦江隆盛“一支队伍管执法”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近日，记者从璧山区召开的 2023年火灾防控“除
险清患”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璧山已在全区
300余栋高层建筑、90余家火灾高危单位，以及学校、
医院、商场、养老院等10余类重点场所，构建起智慧消
防“一张网”。

“火灾苗头早期预警”“风险源头准确研判定位”
“火灾信息及时传递”等关键环节，是智慧消防助力防
患于未然的重点。璧山区智慧消防物联网通过RFID、
无线传感、云计算等技术和设备，将建筑物内的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16类消防设施，与
消防控制室、疏散通道等12类重点部位的视频监控进
行联网，并打造出实时监测和集中管理的消防信息系
统，让预警信息在监控中心和手机App上同步显示，
从而动态监控、立体呈现、及时掌握联网单位消防安全
状态。

据介绍，目前，璧山区已经完成智慧消防物联网一
期建设，覆盖了 314栋高层建筑以及 90余家火灾高危
单位，接下来启动的二期建设，将把全区860余栋高层
建筑全部接入智慧消防物联网，并实现火灾高危单位
及重点场所全覆盖。

璧山构建智慧消防“一张网”

眼下，开州区大进镇天宝寨村山银花种植基地的
400亩山银花迎来了采摘期，村民们穿梭于花丛中，娴
熟地摘下一朵朵山银花，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
天宝寨村全力打造山银花全产业链，新鲜采摘的山银
花只需一天就能完成初加工，然后统一销往本地医药
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大进镇和邻近乡镇的村
民积极种植山银花。目前，大进镇山银花年产值达80
万元，让5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开州日报记者 姜婷 摄

开州

山银花开分外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