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家军在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AI赋能数字重庆建设
全面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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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
业办事便利度。昨天，记者从市住房城
乡建委获悉，市住房城乡建委和市城管
局日前联合印发《重庆市建设项目开工

“一件事”实施方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通过整合审批事项、优化办事流
程、强化数字赋能，推动建设项目开工审
批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

据了解，《方案》适用于全市新建、
改建、扩建房屋市政工程（投资额 100
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下项
目除外）。

《方案》将现需单独办理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核发、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
理、消防设计审查、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
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临时）
等5个审批事项合并为“一件事”，企业只
需通过“渝快办”或线下综合窗口提交一

次申请，即可完成全部审批流程。
此项举措将原有“串联”审批改为

“并联”办理，全流程办理时限由16个工
作日压减至3个工作日，整体压缩80%以
上；推行“菜单式”“模块化”申请表，由改
革前13张表单精简至1表申请。

此外，《方案》创新推出四大便民
举措，让企业享受更灵活、高效的审批
服务。

“承诺办”，项目建设资金到位情况、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凭证、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开设情况、项目保险凭证、排
水户排水隐蔽工程情况等材料可以采取
告知承诺方式提交申请。

“容缺办”，企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上传
至“重庆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图联合审查系
统”后，可提前申办施工许可证，施工图审查
合格意见书可延后15个工作日补交。

“分阶段办”，支持房屋建筑、桥梁、

轨道交通等项目按施工阶段分段报批，
缩短开工等待时间。

“帮代办”，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岗
帮代办员，提供政策咨询、材料准备等全
流程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依托“重庆市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企业可登录“渝快办”进
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线上填报《建
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申请表》，上传材料
后一键提交。审批结果（电子证照或批
文）将实时共享至平台，企业可随时下载
领取，实现“零跑动”全程网办。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改革是重庆市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推动建设
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助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在近日举行的“大创慧谷”电子信息
与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上，重庆大学机械
工程专业毕业生李同学本是来碰运气的，
没想到现场“AI智能匹配”系统为他精准
推荐了5家企业，其中就有长安汽车，通
过现场面谈，当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大创慧谷”是市人力社保局打造的
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品牌，先后在
万州、黔江、渝中等17个区县建成区县大
学生就创中心，以“精准匹配、深度赋能”为
核心，依托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
心，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质企业，构
建起“线上+线下”的双轨服务体系。

截至2025年6月，“大创慧谷”已开
展智能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多场“小
而精”“专而优”的线上线下招聘会，组织
1000余家用人单位，吸引20余所高校4.4
万余名求职者，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文
体教育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截至目前，全市人力社保部门在西
南大学、重庆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公共
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211场，组织3500
余家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提供10.7万余
个岗位，服务大学生15.1万余人次。其
中，政策宣传覆盖3.07万人次，招聘服务
触达9.52万人次，就业指导服务1.89万
人次，形成了“政策、岗位、服务”三位一
体的校园就业服务网络。

据统计，2025年全市已吸引24.1万
青年人才留渝来渝，青年西部就业创业
首选城市建设初见成效。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7月 5日，重庆边检总站发布2025
年上半年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重庆
口岸出入境呈现“火爆”态势：上半年共
查验出入境人员114万余人次，与2024
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35%；查验出入境
航班8600余架次，同比增长23%。其
中，入出境外国旅客数量激增尤为亮眼，
达到33万余人次，占出入境旅客总量的
三成，同比猛增近1.4倍（140%）。

内地居民出境热情高涨，东南亚、日韩
成热门。据统计，上半年有30万余人次内
地居民选择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出
境，足迹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地区）。出
境目的地排名前5位的国家依次为：泰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意大利。

免签政策效应显著，外国旅客入渝热
情高涨。随着我国持续更新和全面优化
过境免签政策，重庆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
显著提升。上半年，享受免签和过境免签
政策入境的旅客表现突出，达到11.7万余
人次，占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七成。从来
源地来看，入渝外国旅客国籍排名前5位
的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
度尼西亚、韩国。这充分体现了便利化签
证政策对国际客流的强劲拉动作用。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重庆口岸出入境火爆

上半年114万人次
外国旅客暴增140%

我市两部门印发方案，推动建设项目开工审批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

5个审批事项合并为“一件事”3日办结

昨天，全市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江津区举行。会上，市委农村
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印发
了《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行动方
案（2025—2027年）》（下称《方案》）。

《方案》涵盖持续做好退捕渔民安置
保障、持续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强化
执法监管、持续加强执法体系建设、持续
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生态
渔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社会共治等
七大重点、35项工作。

持续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方面，
将重点做好加强动态精准监测、跟踪做
好就业帮扶、及时开展困难救助、持续落
实养老保险政策四方面工作。

以加强动态精准监测为例，我市将
继续用好退捕渔民帮扶明白卡、信息台
账和服务工作台账，及时更新退捕渔民
就业状况、家庭收入、参保续保、到龄领
取养老金等情况。同时，持续开展退捕
渔民“十省百县千户”跟踪调研，按月对
已转产就业退捕渔民进行追踪调查，全
面动态掌握退捕渔民生产生活情况。

持续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方面，首先
是继续加强执法协作，统筹开展“平安长
江”“渔政亮剑”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
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其次是常态
化开展联合暗查暗访，进一步完善行刑
双向衔接机制，实现线索双向移送、结果
双向反馈的闭环管理，杜绝“以罚代刑”；
最后是开展跨省联合巡航执法，构建跨
省域执法信息平台互通、执法资源共享、
案件高效协作的长效机制。

持续强化执法监管方面，将针对涉
渔市场、禁用渔具、禁捕水域船舶治理、

规范休闲垂钓管理，强化执法监管。如
规范休闲垂钓管理，将坚持疏堵结合，依
法分类处置，对首次轻微违规行为以教

育劝导为主，对“爆炸钩”“泥鳅钓”“可视
锚鱼”等变相捕捞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同时，探索“行业自律+严格执法+合理疏
导”的综合治理模式，推动休闲垂钓管理
规范化、精细化。

持续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方面，
将围绕五个方面重点发力。具体而言，
一是加强珍贵濒危水生生物保护；二是
科学规范开展增殖放流；三是开展重要
生境保护和修复；四是加强资源调查监
测和特许捕捞许可管理；五是加强外来
物种防治。

如加强珍贵濒危水生生物保护上，
将实施长江鲟等珍贵濒危鱼类拯救行
动，开展圆口铜鱼、长鳍吻鮈、多鳞白甲
鱼等人工繁育技术攻关，推动珍贵濒危
物种的保护性开发。同时，开展水生生
物及其栖息地分布调查监测，以及依托
动物园、水族馆等专业和社会收容救护
力量，提升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

《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进一步稳固，实现有就业意
愿的退捕渔民就业率100%，需救助退捕
渔民纳入帮扶体系率100%；禁捕水域监
管效能进一步提升，非法捕捞发案率下
降5%，督办案件侦破率100%；水生生物
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水生生物完整性
指数达到58。

到2027年底，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
民就业率保持在100%，需救助退捕渔
民纳入帮扶体系率100%；非法捕捞发
案率下降 9%，督办案件侦破率保持
100%；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63，提
升一个档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重庆开展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三年行动

做好退捕渔民就业等七大重点35项任务
今年上半年我市已吸引
24.1万青年人才留渝来渝

工作人员劝导钓鱼人

7月7日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
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调研人工
智能赋能数字重庆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袁家军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AI赋能加速形成
数字重庆基本能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
用高地，全面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治
理能力。

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明清，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江敦涛参
加。

在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指
挥大厅，袁家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人
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和“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全市人工智能科
技创新工作情况汇报，来自重庆邮电大
学、阿里云和长安科技公司的专家代表作
了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袁家军作了
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
工智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聚焦综合

应用场景开发、AI应用高质量数据归集
和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高群众生活服
务现代化水平等重点工作，积极构建人工
智能发展知识体系、工作体系和能力体
系，不断提升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

袁家军强调，数字重庆体系构架与人
工智能相互赋能、相互支撑，为人工智能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要围绕打造综合
应用场景强化AI赋能，聚焦一二三产业
发展、公共安全、政务服务、民生改善、科
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加快打造一批多跨协
同示范性标志性应用场景。要构建满足

AI应用的高质量数据集，发挥龙头企业
作用，强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提升数据安全治理水平，夯实
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聚焦城市数据、行
业可信数据、企业可信数据等构建人工智
能开源生态，大力促进多元主体资源共
享、价值共创、互利共赢。要健全政策支
持体系，持续激发各类主体活力，为AI赋
能数字重庆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有关行
业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卢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