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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 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全市200个镇街部署智治平台，线
下“一中心四板块”试点镇街拓展到
682个，开展 3次视频培训试点镇街人

员820人次；全市形成网格6.4万个，比
4月底前增加1296个。

10月底前，全市 1031个镇街 90%
以上建成“一中心四板块”、60%以上部
署智治平台；今年底前，分片区开展网
格员全覆盖视频培训。

全市200个镇街部署智治平台，线下“一中心四板块”试点镇街拓展到682个

构建基层智治体系

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2）》显示，我市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
在全国 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 9位，位
于全国第一梯队。

7月 10日，《重庆市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新闻发布会举行。该《报告》正文
共10章，通过文字、数据、图表等形式，全
方位回顾展示2022年重庆市在数字基础
设施、核心技术攻关、网络综合治理、网络
安全防护等10个方面的发展成就。

每万人拥有5G基站19个

《报告》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迭
代升级，网络、算力、应用基础设施规模
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其中，每万人拥
有 5G基站 19个，位列全国第 7；5G用户
普及率达 40.3%，算力规模达 4.07E。光
纤宽带持续加速升级，互联网省际出口
带宽超 3602万M，千兆宽带接入用户占
比达 6.04%。IPv6规模化部署和应用持
续推进，用户连接总数超 4100万，占比
达 87.19%，重点网站 IPv6支持水平排名
全国第 11位。全市推广应用北斗终端
51.5万台（套），同比增长 124.3%。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
累计接入西部 10省市、38个二级节点，
标识注册量近 150亿。建成量子通信成
渝干线、汉渝干线，并接入全国量子通
信网络。全市网民规模超 2352万人，同
比增长 7.2%。

数据开放水平居全国第一梯队

重庆市不断健全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出台《重庆市数据条例》，成立西部数据交
易中心，推动公共数据共享，促进商业数
据利用，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资源开
发利用初见成效，数据资产化运营模式不
断创新。

2022年，全市数据资源综合评分排
名全国第 13。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成效显
著，建成市级部门数据资源池68个，实现
数据共享 10416类、开放 5493类，共享数
据日均调用量突破 1300万条，数据开放
水平位于全国第一梯队。

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凸显

2022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达 2240.6亿元，综合评价位居全国第
12，已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数字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功率半导体
晶圆产能全国前列，面板总产能跃居全国
前十，ICT相关产业营收情况位居全国第
8。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2022
年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1407个，认定智
能工厂 22个、数字化车间 160个，智能工
厂普及率达 43%、位列全国第 6。两化融
合发展指数 105.4，位列全国第一梯队。
网络问卷调查显示，46.5%的企业表示较
多地运用了数字技术，位居全国前列，在
直辖市中居于首位；39.4%的企业认为

“过去一年较多地运用了智能化制造技
术”，位居全国第 2。全市农业生产信息
化率达 26.5%，5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
设成效显著，渝北、巴南分列全国第 6、
第 8。
数字社会应用场景不断打开

2022年，重庆市数字社会综合评价
位居全国第 13。数字生活服务方面，全
市电子社保卡覆盖率达 44.37%，生活服
务线上缴费覆盖感知情况位列全国第
2。数字医疗方面，建成智慧医院 57个，
远程医疗覆盖率达81.68%。数字教育方
面，建成智慧校园示范学校 425所，巴蜀
中学、重庆邮电大学等6家单位入选国家

“5G+智慧教育”试点。数字文化方面，开
通运行云上博物馆，推出全国首个“演艺

地图”。其中，线上群众文化活动情况排
名全国第 3。数字生态方面，加强生态环
境智慧治理，推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数字生态文明综合评价位列全国第
6，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水平排名全国第1。
99%的事项“最多跑一次”

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政务事务办理效
率和便捷度大幅度提升，数字政务综合评
价排名全国第9。推广应用“渝快政”，优
化升级“渝快办”，99%的事项“最多跑一
次”，311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办
理总量超 1300万件次，一体化政务服务
能力水平进入“非常高”序列。在线政务
服务实名用户规模超2600万人。政务事
项在线办理率超85%，行政许可事项网上
办理率位列全国第11位。

数字技术创新综合评价排名全国第6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持续加大信息技术领域创新投
入，数字技术创新综合评价排名全国第
6。创新成果突出，互联网相关领域专利
授权 7377件，发布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通用型科学计算软件。创新生
态优化，电子信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情况
位列全国第 3、排名较 2021 年上升 15
位。ICT相关产业研发人员情况位列全
国第9。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日渐完善

深化法治、德治、智治、共治“四治联
动”，加强算法推荐等领域治理，持续开展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流量造
假”“网络水军”、直播短视频乱象、涉养老
诈骗等突出问题，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
1.2万条，关停网站 180家，下架 APP110
个。2022年，重庆市数字治理生态综合
评价位列全国第 2。走深走实网上群众
路线，通过“网信交转办制度”交转办网民
反映的问题1.2万余件。

数字安全保障水平位居全国第4

去年，我市持续开展APP个人信息保
护专项治理行动，组织“护网 2022”网络
安全攻防实战演习，排查整改高危漏洞隐
患 893个，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主动防御
能力稳步提升，数字安全保障水平位居全
国第 4。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提速，引进奇
安信、360、安恒等一批龙头企业落地，成
功获批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网络安全
产业园区（成渝），打造“415”网络安全产
业集群，实施“两核三基多点”，抢占网络
安全发展新蓝海。2022年，我市网络安
全产业规模超 170亿元，同比增长 13%
以上。

互联网交流合作持续深化

持续深化川渝网信协作十条，携手共
建成渝地区数字双城经济圈。积极参与
网络空间热点议题治理，推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持续举办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2022年大会期间，来自19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专家学者、互联
网领军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参会。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不断提升

举办提升月活动，开展“数字场景体
验”“数字技能提升”等十大主题活动，打
造首批16个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基
地，推动建设“巴渝工匠”“智能+技能”人
才培养试验区。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本
地政府为数字技能培训项目提供政府培
训补贴”知晓度位居全国第3。

4月25日，我市召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提出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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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1361”数字重庆建设整体构架，形成一
批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打造引领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市域范例。

7月27日，市委召开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3个月过去了，数字重庆建设进展如
何？取得哪些成效？一起来看看数字化建设的亮点——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重庆数字化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十大亮点

开发上线业务协同网关、事项中心等12个重点能力组件

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区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镇街基层治理中心

“三级治理中心”是数字重庆建设
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市开发上线业务
协同网关、事项中心等 12个重点能力
组件。

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方面，实现对跨区域、跨部门、跨层

级事件的协同联动，形成“感知发
现、决策指挥、反应处置、终端反馈”
工作闭环。

区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方面，在九龙坡、武隆、奉节、巫山试点
区县治理中心，形成“区县数字驾驶

舱”，向上可联通市级中心，向下可联
动基层治理中心。

镇街基层治理中心方面，在南岸、
渝中、渝北等 30多个区县 200个镇街
开展基层治理中心试点，实现 10.5万
名网格员组织在线、人员在线。

“渝快办”支撑22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上线运行；“渝快政”完成132项核心架构调优

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基础底座，
一体化平台包含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
（IRS）、“四纵四横”支撑保障体系和
“两端”集成入口。

其中，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是一
体化平台的管理服务系统；“四横”包
括基础设施、数据资源、能力组件、业
务应用；“四纵”包括标准规范、制度规
则、安全防护、工作推进；“两端”分别
是“渝快办”“渝快政”。

目前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已上
线，针对“突发快响”的 65类数据需求
申请，该系统数据目录中的 39类数据
可快速提供服务使用，剩余 26类数据

则是通过该系统供需对接系统传达到
数据部门完成编目归集。

在基础设施体系方面，全市“政务
云”服务器达到3200台，接入单位达到
1367个，新建成全市物联感知系统，接
入摄像头、传感器、卫星、无人机等117
类、157.34万个设备。

在数字资源系统方面，全市编目
公共数据 45303 类，新归集 134 类数
据、3467个数据项、10.58亿条数据，形
成婚姻登记、个体经营者等229个数据
服务接口；在重点应用环节，梳理 473
类数据需求，归集 386类数据、4352个
数据项，构建“八张报表”、“八张问题

清单”、基层智治等9个专题数据库，推
动构建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等8
个数据仓。

在能力组件体系方面，形成统一
组织架构、电子地图等 12项统一类组
件；通过开放50多个能力组件场景，助
推“满天星”计划；一体化数字资源系
统共上架能力组件 105项，调用量超
700万次、成功率99.8%。

“渝快办”支撑 22项“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上线运行；“渝快政”完成132项
核心架构调优，形成即时通讯、消息必达
等16项协同功能，实现3项协同能力，注
册用户53万、日活跃用户峰值40万。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数字党建 数字政务 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 数字文化 数字法治

持续迭代完善数字党建目标任务
和体系构架，细化 6条跑道、24个应
用，细化124个功能模块，提出改革举
措 75项，2/3的应用“三张清单”通过
专题组审查，其中 8个应用纳入全市

“一本账”、占全市30%。
10月底前，新增 7个应用纳入全

市“一本账”；今年底前，18个非密应
用全部纳入全市“一本账”，建成党建
统领典型应用场景25个，提速数字党
建6条跑道实战能力转化，推动8个应
用进入开发建设阶段，实现 5—6个重
大应用上线。

数字党建 持续完善数字党建目
标任务和体系构架 数字政务 初步完成45个

“三张清单”

建立协调调度、包联指导等8项制
度，将7条跑道细化为32条子跑道，20个
成员单位梳理一级业务228项，二级业
务1045项，形成72项核心业务，初步完
成45个“三张清单”，其中4个纳入重大
应用“一本账”，启动18个典型应用开发。

10月底前，提前完成“一件事一
次办”集成服务应用场景 50件；今年
底前，力争上线“一件事一次办”集成
服务应用场景70件，上线城市运行管
理、渝运安等 10个以上应用，确保各
跑道至少上线 1个以上典型应用，完
成5项年度核心指标任务。

数字经济 建成17家智能工厂
224个数字化车间

逐步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迁移智慧商务大数据
平台，开发数智经信、智慧长江物流等
系统，谋划产业一链通、农品慧、国资
运营监管等平台；在农业、工业、服务
业和科技创新等 4个领域启动智能单
元建设；建成 17家智能工厂、224个数
字化车间。

11月底前，完成 15个设施农业示
范基地建设；今年底前，新建创新示范
工厂、5G全连接工厂各 10家，累计培
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150家。

数字社会 形成884+N的
业务应用体系 数字文化 民声直通车应用

接入30个区县 数字法治 迭代升级“1446”
数字法治系统2.0版

形成 884+N的业务应用体系，面
向智慧城市、现代社区、活力乡镇、数
字农村等 4个社会空间，教育、居住、
交通、卫生等8个重点领域，形成医保
应用、渝振兴、渝赛通等 8条应用跑
道，开发出涉及智慧住房服务、渝你
同行等N个应用场景。

今年底前，通过专题论证审查完
成“三张清单”编制，纳入“一本账”。

民声直通车应用接入30个区县，
“三情联动”监测信息提升至 9万条/
日；谋划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应用，调
整打卡长江，千秋红岩应用跑道；“打
卡长江”应用得到文旅部表扬。

今年底前，编制完成8个应用“三
张清单”，6个应用进入全市“一本账”
并上线运行，建成 1个“一地创新、全
市共享”应用、1个具有全国影响力、
重庆辨识度应用。

制定了 5项重点能力年度量化指
标，目前有 4项完成；迭代升级“1446”
数字法治系统2.0版，增设平安建设跑
道，谋划预警、闭环管控等15类实战应
用场景；收集应用需求意向34个，编制
完成7项重大应用“三张清单”，其中5
项进入数字重庆建设“一本账”。

今年底前，做好持续迭代升级构
架体系，强力推进应用迁移，推动重大
应用建设等3项工作。

“1361”建设进展

距离召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已经过去
3 个月。我们在重点领域工作推进如何，典
型应用场景搭建如何，接下来如何更进一步
推进？昨天，市委召开了数字重庆建设推进
会，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体
系化推进重点能力建设，全面推动发展、服
务、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

举一纲而万目张。数字重庆建设，是迈
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全新探索，是重庆适应引
领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答题，具有牵一发动全
身的作用。我们答题时认识是否深刻、目标
任务是否明晰，事关手中答卷的成效。

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要进一步提升认
识。数字重庆建设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干，
一些领导干部学得很深、琢磨得很细，但也有
一些领导干部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进一
步提升认识，就是要认识把握数字重庆建设
的目标内涵，主动推动变革重塑、数字赋能、
整体智治、量化闭环；认识把握核心业务的基
础作用，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将核心业务一
项项落实；认识把握“三张清单”的工作方法，
让更多工作场景式、立体化落地；认识把握

“一件事”场景的核心抓手，聚焦典型任务，早
日形成“一件事”集成改革和重大应用；认识
把握实战实效的工作目标，一地创新、全市共
享，取得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要明确目标和任
务。数字重庆建设的目标，是“一年形成重点

能力”。围绕这个目标，我们再梳理工作，分
清重点难点、轻重缓急，执行起来才能事半功
倍。当下，我们的重点任务就是聚焦“1361”
数字重庆建设整体架构，加快提升一体化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服务支撑能力，加快形成
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业务贯通能
力，推进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和基层智治“6+1”
系统建设，加快形成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和
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

三分部署，七分落实。只要全市上下团
结一心，落细落实数字重庆建设的责任清单，
唯实争先、真抓实干，以“急不得也慢不得”的
使命感，将市委部署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数
字重庆建设就一定会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

答好数字重庆建设必答题
□ 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