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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大数据函〔2019〕21 号

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关于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提案第 274 号的

复 函

加崇曦委员：

您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的建议》（第 274 号提案）已转由我局办理。感谢您对我区智

慧城市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对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局高度重

视，安排专人认真落实。现将办理情况函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我市发展现状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的战略部署，务实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由市大数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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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牵头制定了《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 年）》，

此方案已通过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定，计划将于近期出

台。此方案着手顶层设计、架构搭建，围绕民生服务、城市治理、

政府管理、产业融合和生态宜居几个方面进行智能化创新应用建

设，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各领域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水平，完善支撑

体系，强化保障措施落实。

（二）我区发展现状

1. 智慧城市点线面结合有序推进。一是“雪亮工程”在城区

所有背街小巷及农村治安复杂地区，累积部署超过 27660 个高清

视频监控摄像头、6915 块多媒体液晶显示屏，实现 24 小时不间

断监控，并搭建互动平台实现市民与政府职能部门互动。二是智

慧城管建设已建成包括 1 个大数据中心、10 套智能化应用系统在

内的城市管理智能化应用体系。三是仙桃数据谷智慧园区广泛部

署智慧照明智能灯柱采集温湿度、光照、PM2.5 等多维信息，建

设以“3 大平台 7 大系统”为核心的管理、服务、感知平台体系。

2. 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是“村之道”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投用，加快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

推动网络零售及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二是建成 18 个智慧农业物联

网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应用智能监控、物联网、3S 等现代信息技

术，实现农业生产的远程监测、科学决策管理、自动控制、精准

作业、精细饲养；三是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智能化追溯平台，通

过应用二维追溯码、无线射频技术（RFID）、移动互联智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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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打通农产品生产主体、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信息壁垒。

四是中冶赛迪初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项目开始运作，主要为初

级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解决过程中的供需对接、诚信风险、装

运损耗风险、交货时间风险、支付结算风险等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1. 数据资源尚未完全整合流通。各部门间开放共享数据资源

程度较低，数据流通不畅，存在“数据孤岛”现象，政府统筹规

划不足，导致群众办事效率不高。

2. 基础设施数据未整合流通。城市建设中涉及到安防、交通、

生活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和调度功能未完全发挥，没有良好的集成

性和开放性，一些信息系统集成度低、互联性差、信息管理分散，

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支持管理

决策能力较低。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快推动智慧城市方案建设

目前，我区正对全区智慧平台、政务信息系统进行全方位清

查摸底。《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正式出台后，按市里统

一部署，并结合我区实际，渝北区加快拟草《渝北区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方案》，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主要抓手推动智能化应用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抓应用。充分吸取全国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

先进经验，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建设实施一批有渝

北特色的重点智慧城市应用。

https://baike.so.com/doc/1121546-1186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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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智慧城市数据平台建设

1. 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资源库，解决部门信息系统整合的问

题，以渝北智慧政务平台为依托，加快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

换平台的全面完善，为有序整合政务信息软硬件资源、统一数据

接口、促进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解决政务信息系统业务协同的问题，加快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进一步满足跨部门业务协同需求，为市民“一站式”信息服

务提供保障。三是加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保障政策实施更

到位。

（三）加快智慧城市治理应用建设

1. 在智慧城管建设方面，建立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

察“五位一体”的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智

能化、人性化水平。依托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优化完善城市管

理数据库，统筹推进市政设施、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管执法

等业务智慧化应用。

2. 在智能交通方面，打造新一代智慧交通服务体系，实现人、

车、路、环境协同高效发展，大幅提升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全面增强市民出行的便捷性。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

多维度交通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全面及时掌握城市交通整体运行

态势，有效调配和优化各类公共资源，实现时间维度的路权分配，

改善路面交通及防止交通阻塞，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真正做到智慧交通，畅通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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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

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019 年 6 月 5 日

（联系人：叶永杰 电话 81924860 15111802323 ）

抄送：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区政协提案办。

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019 年 6 月 5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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