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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崔曜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3月28日，万州
区五桥街道五间桥社区，记者在回访投用后的
五桥河防洪工程时，社区居民李全谋高兴地
说。五桥河曾是一条“水患之河”，每年汛期都
让周边群众提心吊胆；随着防洪工程建成并发
挥分洪减灾作用，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这
只是重庆有效防范自然灾害的一个缩影。

2024年，重庆开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延伸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固本强
基三年行动”，多措并举巩固提升市域本质安
全水平，让城市安全更有韧性。

“硬核”工程分洪
五桥河告别“水患之痛”

“每年汛期，五桥河都会或大或小地涨洪
水。最吓人的那一次，眼看着洪水一下子涨
上来，几分钟就淹到了三楼。”回忆起2023年
7月那场洪水，李全谋仍记忆犹新。

当年7月3日至4日，五桥河流域洪水最
大涨幅近12米，流域受灾群众1万余人，紧急
转移安置群众 53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3.1
亿元……

为彻底解决该流域防洪问题，洪水退去
的第二个月，当地就开工建设五桥河防洪工
程，不到一年时间完工。

去年 7月 11日清晨，五桥河水流突破每
秒 213立方米，形成入汛后第一个洪峰。上
涨洪水汹涌袭来，在防洪工程控制堰、侧堰调
节作用下，超限洪水被迅速引流到分洪隧洞
排泄，五桥老街段安全平稳行洪，五桥河流域
人员无需转移，确保了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在这次汛期“首考”中，该防洪工程交出
满意答卷。

除了防御基础能力的提升，要“跑赢”自
然灾害，高效的监测预警也必不可少。

“如同多了一双眼睛，时刻帮我们盯牢
‘心腹大患’。”3月 26日，武隆区羊角街道新
坪村一处山体滑坡隐患点，随着应急叫应装
置的投用，附近村民更安心了。装置集成有
高音喇叭、高清摄像头、卫星发射接收装置、
太阳能供电板等，可实现“急时”预警叫应、

“平时”宣传教育。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监测减灾处处长汪浩

介绍，聚焦各类自然灾害隐患点，目前全市已
安装完成1384套“应急叫应装置”，并于汛期
前投用。

装置的背后，是全市“自然灾害防减救”
数字应用。该应用接入 3.2万个风险隐患点
位、102万余名各级各类应急责任人、1130支
救援队伍等数据，具备暴雨风险态势、小流域
洪水推演、灾情影响分析、群众转移评估等功
能，可将应急响应速度提升 300%、资源调度
效率提升150%。

智能监测“加持”
地下“有限空间”隐患精准防控

对许多人来说，化粪池附近地下“有限空
间”，隐秘又陌生。可它们却默默保障着城市
生活有条不紊。

然而，这个“小空间”因容易积聚有毒有
害、易燃易爆物质，或氧含量不足，存在中毒、
缺氧窒息、燃爆等“大隐患”。

如何做好地下空间的安全监测？
4月 2日，在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外形

酷似“大白”的机器人正投入工作。它是一款
化粪池智能管控设备。而在重庆高新区西永
街道西园二路乡贤公园，融合了光学传感、物
联网、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智能化设备也
在运行。

它们虽长相不一样，可功能类似：均可实
现对甲烷、硫化氢、一氧化碳、氨气 4种气体
危险源的浓度智能监测与精准控制。当气体
浓度出现异常、触发报警时，智能设备会迅速
开启自动干预机制。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
这两种设备采集到各类数据，实时同步至系
统平台，电脑端、手机端均可查看，确保随时
掌握化粪池的安全状况。

以智能化手段加强化粪池监管，在我市
正形成常态。

去年，江北区新增50套化粪池在线监测
设备，全区运行设备总数达到 2132套，基本
实现化粪池智能监测全覆盖，大力提升辖区
化粪池危险源智能监测系统覆盖率。

北碚区聚焦“化粪池监管一件事”应用，
通过对全区2400多座化粪池进行建档赋码，
赋予每一座化粪池“唯一的身份标识”，达到
对化粪池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潼南区强化商圈、广场、农贸市场等重点

人流密集区域的监测管理，接入智能监控平
台和移动巡检终端应用，实现对化粪池风险
隐患实时监测预警。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地下
“有限空间”安全监测整治工作是重庆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关键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强
化运维管理，让市民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化工设备升级
青蒿素生产更安全更高效

“以前，我们都是纯手工操作，不仅存在
被烫伤的可能，还容易引发火灾。”4月 9日，
黔江区，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青
蒿素生产一线，车间主任罗建军回忆起以前
的场景，神情严肃。提到现在的生产情况，他
马上舒展眉头：“现在，生产设备实现了自动
化和远程化控制，基本不再纯手工操作了，安
全有了保障！”

治病救人的青蒿素，怎么会成为让人惧
怕的风险隐患呢？

实际上，青蒿素的生产，需要用到多种危
险化学品作为提取溶剂。罗建军说，青蒿素
生产线一些老旧的设备常年被蒸气腐蚀后，
存在泄漏的情况。工人纯手工操作，不仅自
己可能被烫伤，设备损坏后，还可能造成化学
溶剂泄漏，甚至是更严重的事故。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消除安全隐
患。”2023年12月，公司投资600万元开展部分
老旧装置更新改造。针对青蒿素生产线，专门
开展了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及数字化建设。

“我们用两台热效率更高的纯电浓缩设
备，替换了车间 6台热效率低的单效浓缩设
备，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梁颖
说，更新改造后，生产线上的员工变为了巡
检，降低了生产风险。

设备的更新，使生产成本较之前降低
22%，每年还减少挥发性污染物排放约100吨。

这只是我市开展化工装备设备更新改造
行动、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缩影。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有效减少生产环节风险，我市积极推进化工
装备设备更新。对全市 191家涉及生产、储
存危化品企业开展调研摸排，制定淘汰设备、
鼓励推广先进技术装备、支持政策等“三张清
单”，推动化工企业工艺装备迭代升级。目
前，全市持续深化化工园区整治提升，8个化
工园区中已有 5个园区成功创建D级（低风
险）园区，3个园区达到C级（一般风险）标准。

另外，化工装备设备更新改造行动，也带
动了部分企业主动升级改造。重庆鹏凯精细
化工主动投资 1000余万元，升级改造 9套鼓
励类设备；重庆兴发金冠化工开展安全风险
研判，主动投资330万元完成未纳入淘汰名单
的10个储罐升级改造，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重庆两个“三年行动”让城市更有韧性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4月9日，由牛津中国
画画家学会（OCBPG）主办的线上艺术交流活动顺利举
行。此次活动通过Zoom平台开展，特邀中国画家李文生
分享其国画艺术成果与创作经验，吸引了来自英国、法
国、西班牙、德国等国众多艺术爱好者参与。

活动中，李文生围绕其擅长的荷花、紫藤以及大足石
刻等创作题材，进行了深入讲解。他先是展示了多幅经
典画作，在赏析环节中，详细剖析了国画中留白、勾勒等
传统技法的运用。随后，李文生进行现场创作演示，运笔
间，荷花的灵动、紫藤的飘逸跃然纸上，其精湛的技艺赢
得线上阵阵赞叹。

李文生说：“很高兴通过视频连线与欧美学员互动教
学。我相信，这种直观的交流能让国际友人在感受艺术
之美的同时，更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质，让世
界通过笔尖触摸到中国美学的独特光芒。”

据了解，李文生深耕国画领域多年，其作品风格独
特。此次分享会是牛津中国画画家学会与全英中国画学
会、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考古艺术博物馆合作系列活动之
一，各方借助自身资源与平台优势，为推动中国传统国画
艺术在欧洲的传播与交流持续发力。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4月 7日，记者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获悉，为
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我市公布了一批涉渔违
法行为有奖举报方式，最高奖励达2万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我市对长江流域涉渔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进行了优化完善，市民如果发现以下几种行为，均
可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电话举报：一是在禁捕水域从事
非法捕捞；运输、收购、销售、加工、经营非法渔获物；二是
制造、销售禁用渔具；三是非法猎捕、杀害、买卖长江流域
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四是餐饮单位发布“野生鱼”“江鲜”
等广告或提供预订式推销，经营“野生鱼”“江鲜”等相关
菜品等相关非法捕捞活动。

执法机关根据举报人所提供的举报线索或工作协
助，在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和实施处罚后，可对
举报人进行奖励。其中，在查获重特大案件中有特别重
大贡献的，可按一事一议的原则给予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
特别重奖。

“此举可进一步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与性、积极性。”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我市将利
用数字化手段创新举报方式，加大对非法捕捞的打击力
度，共同维护好长江十年禁渔成果。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毛双
特约通讯员 曾蕊 文/图

前不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刘奔是此次大足
区唯一上榜之人。在此之前，他还荣膺“重庆
市先进工作者”“重庆好人”“重庆市担当作为
好干部”等称号。

刘奔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能获得如此
多的荣誉？

刘奔今年39岁，是大足区公安局刑事侦
查支队副支队长、一级警长。他自小梦想当
警察，后来通过公招考试，如愿成为了一名公
安民警，曾破获多起盗窃团伙案。2012年，
刘奔因刑侦业务出色调入刑侦支队工作，成
为了一名刑警。

此后，刘奔抓住刑侦工作中的难点、痛
点，通过“自学+探讨”的方式，创新发明出一
系列能够高效解决实际困难的现代化信息技
术——独立开发出“鹰眼视侦助手”App，有
效解决了视频采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快
速侦破涉车类案件中存在时空异常的车辆，
他牵头搭建了“车辆卡口时空异常筛查模
型”，成功研判破获了“大足区系列盗窃基站
电线案”“大足区系列盗窃三元催化器案”等
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案件……

2022年4月，大足区公安局成立了“刘奔

劳模创新工作室”，刘奔决心带领工作室从机
制创新与技术研发着手，创新警务，更好地守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多功能视频采集回传器”便是刘奔和团
队研发的视频采集设备。提起它的研发初
衷，刘奔介绍，社会监控品类众多，传统视频
采集设备功能不齐，上手难度高，有民警提议
是否可以研发一个高度集成的采集设备，通
过简易的操作，在快速稳定采集视频的同时，
还能实现远程传输。

民警提出的猜想，刘奔觉得可以一试。
于是，他钻研Python软件编程，学习运用嵌入
式开发等技术，和同事一头扎进工作室，从外
观设计、硬件集成、软件编写，到后台数据库
搭建……历时 3个月，他们制作出了针对现
场监控调取回传的“黑匣子”，取名为“多功能
视频采集回传器”。

这款“多功能视频采集回传器”的优势，
很快便在破获一起街头抢夺案中得到体现。
以往，办案民警会将监控视频拷贝带回，再进
行视频研判寻找犯罪嫌疑人踪迹和线索。而
这次，民警只用一个“黑匣子”连接商铺监控
设备，相关视频直接传回了公安局办案民警
的电脑里。

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对现场的
监控机进行远程操作，大大节约了办案研判
的时间。案发后仅10分钟，警方就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半小时后就将其抓获，并追回被抢
夺财物。

现行案要及时破获，积案也不能放弃。
为了尽快抓到命案逃犯，工作室需要对大量
老照片进行清晰化处理。在这项工作中，刘

奔选择了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AI修复技
术，历时大半年啃下这块硬骨头，通过AI结
合数位板人工修复，将原本像素模糊的老照
片恢复优化近10倍，大大增强目标特征辨识
度。运用这一技术，刑侦民警成功抓获30年
前的命案逃犯林某。

在工作室的努力下，2024年，通过视频
勘查传统侵财类警情997件，通过细致工作，
明确各类犯罪嫌疑人 378人，组织抓捕队抓
获各类嫌疑人268人，盗窃现案破案率88%，
入 室 盗 窃 破 案 率 83% ，追 赃 挽 损 率 达
83.91%，创历史新高。

2025年，为适应新形势，刘奔创新提出
了“三角协同”工作机制。该机制以“视频研
判队、侵财办案队、抓捕队”三方协作为核心，
将警务流程整合为一体化作业模式。在接警
研判环节，视频研判队和侵财办案队共同参

与调查取证；在落地抓捕阶段，视频研判队为
抓捕队提供全力支持；搜查审讯、追赃挽损等
后续环节，则由抓捕队与办案队紧密配合，确
保信息流转高效、动作衔接顺畅。

这一机制的实施实现了“侦查研判提速、
破案攻坚提速、追赃挽损提速”的显著成效。
经过持续协调优化，实现从街面发现嫌疑人
到指令下达，直至巡特警完成抓捕的整个过
程，仅需3到5分钟。自2025年运行以来，该
机制助力区局盗窃案件一季度现案破案率达
到100%，展现了全新的高效警务模式。

守正创新，开创刑侦工作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刘奔表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对
刑事技术的业务能力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接
下来，他将和团队攻克研发ai+大数据建模赋
能智慧警务、水下探测器等，更好地解决警务
工作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

刘奔：创新警务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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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谭显全

在大足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城
市，民营经济犹如一股充满活力的血脉，为城
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片充
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上，重庆味然饮食文化
有限公司凭借其卓越的市场表现和创新实
力，成为了餐饮行业中的佼佼者。近日，记者
专访了该公司董事长令狐绍伟，聆听他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的深刻体会，并了解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

坚守餐饮初心

“去年，我们始终坚守餐饮创业的初心，
筑牢餐饮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谈及
2024年的发展历程，令狐绍伟感慨良多。

面对经济下行和行业内卷的双重压力，
重庆味然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迎难而上，成功

克服了市场竞争加剧、经营成本加大、消费观
念变化与消费降级下的需求升级，以及食品
安全等多重风险与挑战。

“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始终坚信机会总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通过持续投入宴会菜品
研发，我们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了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品质需求。”令狐绍伟介绍说，同时，重
庆味然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还升级了消费场
景，创新推出了“12311·PLUS宴会服务新标
准”，让该公司旗下的主题宴会餐饮“叁仟饮
大饭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
现了营收与利润的企稳向上。

民营企业人士吃下“定心丸”

在谈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的体会时，令狐绍伟难掩激
动之情。他表示：“总书记的讲话犹如一针强
心剂，极大地激励了我们的创新激情与拼搏

热情。”
令狐绍伟认为，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

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更是给民
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他将深刻领会这
次座谈会的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创新与科技
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作为一名餐饮创业者，他深知消费者对高品
质餐饮的需求在不断升级，面对诸多挑战，必
须坚定发展信心，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

打造具有大足特色文化餐饮品牌

结合此次会议精神和餐饮行业与大足的
实际情况，令狐绍伟对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有
了更加清晰的规划。他表示：“大足作为石刻
之乡和文旅胜地，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旅
游优势。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深度挖
掘大足石刻文化内涵，将其融入到餐饮文化

中，打造具有大足特色的文化餐饮品牌。”
谈到具体规划时，令狐绍伟信心满满：

“‘叁仟饮大饭店’将深度融合地方优质食材，
并融入更多大足城市元素，持续开发主题特
色菜品与宴会场景。同时，将不断探索科技
在餐饮行业中的创新运用，如通过智能化设
备提高服务效率，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
求等。此外，我们还将通过‘市场破局定位’、

‘产品创新矩阵’、‘精准爆破营销’、‘全民营
销引擎’和‘运营效能革命’五大战略推进，坚
守主业、做强实业，不断提高企业的质量、效
益和核心竞争力。”

令狐绍伟表示：“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
始终坚守餐饮行业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满足消
费者对高品质餐饮的需求。同时，也将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推动大足餐饮行业的发展，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坚信，在区委区政
府的关怀与支持下，重庆味然饮食文化有限公
司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4月8日，重庆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发布消息
称，即日起，我市启动 2025年度重庆企业 100强、重庆制
造业企业 100强、重庆服务业企业 100强评选申报，将依
照申报企业在 2024年的企业营业收入数据，从大到小依
次排序。

重庆市企业联合会表示，凡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不包括行政性公司和政企合一的公
司），在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35亿元以上的企业，均可申
报重庆企业100强。

其中，在2024年实现营收8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
可申报 2025重庆制造业企业 100强；在 2024年实现营收
1亿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可申报 2025重庆服务业企业
100强。如果母、子公司不属于同一行业，两者可分别同
时申报。对于符合申报条件但未申报，统计数据又具有
公信力的企业，亦将纳入排序。

“在以上三张榜单评选基础上，合规企业还可参与
2025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中国服务
业企业 500强、中国跨国公司 100大、中国战略性新兴企
业100强、中国大企业创新100强等‘国字号’评选。”重庆
市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称，对于有意申报 2025中国企
业 500强的企业，在 2024年的营收须达到 400亿元；申报
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的企业，2024年营收须达到
150亿元；申报 2025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的企业，2024
年营收须达到50亿元。

2025 重庆企业 100
强评选启动申报

重庆公布4类涉渔违法行为
市民发现请立即举报，最高奖励2万元

画家李文生受邀线上开讲
传统水墨艺术“对话”欧洲观众

重庆味然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令狐绍伟

打造具有大足特色文化餐饮品牌

□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王文文

4月 10日，2025“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重庆
行”启动仪式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希腊、土耳其、伊拉
克、阿根廷、智利、印度6个国家的10名青年导演和1名指
导老师将前往重庆各地，进行为期 17天的文化体验和影
像创作，用镜头记录和展示多彩重庆与美丽中国。

2025“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重庆行”以“创意、
创想、创造”为主题，国外青年导演们将深入我市江北、沙
坪坝、九龙坡、璧山、南岸、巫山、高新区、两江新区，选题
涵盖折射东方哲学态度的禅意文化、承载传统民间艺术
的非遗、彰显对外开放门户的物流枢纽等，生动诠释“坚
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

来自印度的青年导演西玛·辛格将目光投向了中欧
班列这一“钢铁驼队”，“一列从中国驶往欧洲的火车，让
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看来，这列火车对于沿线国家而
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意义，更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我
想在拍摄的过程中去进一步挖掘。”

“多年前，我曾在法国看过一次京剧，当时就深深地
震撼了我。”提起中国传统戏曲，来自阿根廷的克里斯蒂
安·费德里科·卡法罗·佩蒂斯难掩兴奋和喜爱，“这次来
到重庆有机会接触到川剧，我希望能够展示这项艺术、展
示它的灵魂，为艺术的灵魂赋予画面和声音。”

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院、会林文化基金主办，西南大学承办。

用镜头记录和展示多彩重庆

6国青年导演来渝开展影像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