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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接报警纠纷化解率99.1%

2024年，重庆警方持续深化“枫桥经
验”重庆实践，主动靠前排查化解风险隐
患 ，110 接 报 警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率 达
99.1%。坚持既破大案又抓民生小案，现
行命案、“两抢”案件破案率持续保持
100%；盗窃、入室盗窃破案率同比分别提
升17.8、19.8个百分点；电诈犯罪发案持
续下降；资金预警劝阻工作排名全国第
一，追赃挽损创历史新高，打造涉诈资金
返还“一件事”，向群众快捷返还资金1.4
亿余元。例如2024年5月，一公司遭遇
电信网络诈骗，重庆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
侦办，及时拦截被骗资金224万元，并全
程网上办理返还，15天将被骗资金全部
返还公司。

在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方面，重庆警方
在全市划定43个重点区域、80个大商圈
人员聚集区、180个夜经济活跃区，针对
性部署快速反应警力，推行街面三级巡防
处一体化模式，街面九类110警情同比下
降 31.1% ，刑 事 案 件 发 案 同 比 下 降
35.5%。

同时，我市民爆危化、大型活动及水
域、轨道、机场等公安监管领域实现“零事
故”；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成效

显著，全市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14.1%、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4.5%、较大事
故同比下降22.2%。

在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治理跨境赌博
工作中，重庆警方经过连续3年的不懈努
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
彻底摧毁跨境赌博全国“十大犯罪集团”
之一的“DC”集团，主要犯罪嫌疑人从境
外到渝投案自首，79名主要涉案人员全
部到案，3900余名上下游违法犯罪人员
被依法打击处理，阻断年均外流资金近百
亿元，实现跨境赌博“十大涉案逃犯”缉捕
到案的首个突破，获公安部贺电表彰。

“警快办”全程网办率达85.1%

2024年，重庆警方突出抓好惠民强
企，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力有效。出台
实施公安机关服务保障现代化新重庆高
质量发展30项新举措，深受群众欢迎。
成功争取到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等5项
重大改革试点落地实施，助力长安汽车取
得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
行试点资质。

创新车驾管惠民强企改革等5项措
施，推出的购车“一件事”，群众从提车到
上牌可“一键式”办理，从原来三四天缩短
为1小时，办理时间大幅减少。在全国首

创外国人口岸团队旅游签证“一网通办”，
从 重 庆 口 岸 入 境 外 国 人 同 比 上 升
320%。与市级部门共同推出28项“高效
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进一步压缩办事
环节；“警快办”上线服务事项435项、全
程网办率达85.1%；全市826个派出所综
合服务窗口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事项达
90%，企业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
防范和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等专项行
动。比如2024年1月，重庆警方破获一
起制售假冒国际知名品牌商标案，打掉涉
及全国多地制假售假犯罪链条，抓获嫌疑
人28名，涉案金额1.7亿余元。

跨国企业对重庆公安机关积极作为，
有力维护企业知识产权深表赞赏。制定
完善《规范办理涉企案件实施办法》等18
项制度机制，破获侵企案件219起，为企
业挽损14.3亿元。

严厉打击环保、食品、药品和知识产
权领域突出犯罪，累计破案900余起，其
中破获的“1·11”系列非法捕捞案、“4·
21”非法采矿案、“5·21”特大制售假酒案
等系列专案受到公安部通报表扬。

川渝实现电子身份证两地互认

在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一号工程”实践中，持续深化川渝警务
合作，出台系列政务服务政策措施，助力
区域高质量发展。2024年6月，川渝实
现电子身份证两地互认，四川户籍居民在
重庆使用“警快办”电子身份证功能37万
人次。实行高竹新区内货车入城通行同
标互认，畅通物流运输通道，企业单次货
运时间平均减少4个小时，单次货运成本
平均减少500元。

2024年，重庆警方大力加强法治公安
建设，执法公信力持续提高。上线执法闭环
智慧监督系统，“三色预警”督办案件1.18万
起。深化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专项整治，全量评查重
点案件，案件质量优良率提升至94.7%。加
强执法制度供给，推动6项地方立法，制定的
远程询问取证、毒品案件侦查2个指引被公
安部评为优秀执法制度向全国推广。

在推动法治公安建设提质增效实践
中，市公安局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
证人分布全国、传统取证方式难以实现应
取尽取的问题，研发投用远程询问取证工
具，打造跨时空、跨地域的全程可视化、过
程可回溯、远程非接触取证模式。投用以
来，先后在500件案件办理中询问取证
1500余人次，实现减负增效。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张曼莎

2024年4月，伴随着《关于组织开展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的落地，一
批批新能源发电项目在我市落地。相关
部门有力推动新能源项目的背后，离不开
市人大代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梁平区
供电分公司农电服务用电管理检查专责
李剑琴的建议和关注——建议主办单位

市能源局高度重视，会同规划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林业等市级部门、有关区县政
府及电力企业，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合理
制定开发建设方案，持续优化项目布局，
大力推进配套电网及储能建设，有力推动
新能源项目开发消纳。

作为国家电网的员工，李剑琴一直很
关注全市新能源电源规划情况。她多次
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新能源电源项目开发
进展。在调研的基础上，李剑琴在市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了《关于优化全市
新能源电源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后，
市能源局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林业局进行了研究办理。“相关部
门负责人多次上门与我沟通，讨论建议办
理的具体细节，确保建议从纸面走向现
实。”李剑琴说。

2024年6月，市发改委、市能源局联
合印发了《重庆市“百万千瓦屋顶光伏”建
设方案（2024—2025年）》，方案提出从

2024年5月～2025年7月，计划新增屋
顶光伏超100万千瓦，累计达200万千
瓦。市能源局电力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已先后建成投产巫山红椿风电、奉节新
民永乐光伏等一大批新能源项目，截至
2024年 11月底，累计建成新能源装机
518万千瓦，其中风电233万千瓦、光伏
发电285万千瓦，未来还将加快推动全市
新能源开发建设。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建议的力量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助推重庆新能源项目蓬勃发展

重庆专精特新企业如何“进阶”这份政协提案给出可行方案
2024年市政协工作回眸

专精特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轻骑
兵”，目前重庆拥有这样的“轻骑兵”超过
5000家；如何用好这些“轻骑兵”，如何助
推重庆专精特新企业踏上“进阶之路”？
去年1月，市政协委员、台盟市委会副主
委、重庆工商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林
丹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市两会提交了
一份名为《关于发展科技金融助力重庆专
精特新企业培育和发展的建议》的提案。

在林丹看来，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和
发展离不开各类要素禀赋的大力支持，
其中金融支持是重要的内生动力。通过
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分析、案例研
究等方式，林丹全面了解了重庆专精特
新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人才培
养、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也多角
度掌握了重庆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他
发现，尽管重庆的专精特新企业在各自
领域内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但和科技金融的结合度并不高。
在提案中，林丹将存在的问题分为两大

类。一是科技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体
现在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科技与金融结
合还不够紧密、具备科技和金融双重背
景的专业人才仍然比较短缺、科技金融
政策支持力度仍显不够以及科技创新风
险投资机制不健全。二是科技金融助力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和发展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科技金融投入仍需增强、金
融服务体系亟须完善等。

基于前期扎实的调研，林丹在提案中
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列出了 9个建
议。“这些建议都紧密结合重庆实际，也具

有可操作性。”重庆市委金融办在给林丹
的复函中表示，林丹提出关于引导产融融
合、拓宽融资渠道、优化金融服务、加大政
策支持、加强人才培育、强化科技赋能等
方面的建议，符合当前我市科技金融发展
状况，比较全面地涵盖了科技金融各个环
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委
金融办也将充分吸收林丹的建议，从畅通
多元融资渠道、优化服务和政策支持等方
面开展工作，以发展科技金融助力重庆专
精特新企业的发展。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指挥中心处理110警情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供图）

第五个“警察节”来了，看重庆公安交出的“平安答卷”

2024年110接报警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1%
1月8日，重庆市举行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4年，重
庆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跨境网络赌博案
件，彻底摧毁了被列为全国“十大犯罪集团”之一
的“DC”集团，成功阻断了每年近百亿元的资金
外流，因此获得了公安部的贺电表彰。

沙区110民警向报警人询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