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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聪明的大脑”全
天候管理城市肌体运行，
用四通八达的信息化平
台感知城市的风险隐患，
用牢固的基础设施打造
安全防线……这就是成
都正在实施的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中，智慧韧
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聚焦成都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今年
以来，蒲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该局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切实加强党员、干部、职工党的政治

纪律教育，督促自觉讲程序、懂规矩、守
纪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市、县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和
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和“一岗双
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从源
头上堵塞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漏洞。坚
持以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不断规范党

员、干部、职工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行
为，落实岗位责任，自觉强化多方监
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职责，重点工作亲自部署、重大
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并
强化过程监督、跟踪问效，坚持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

深入谋划并稳步推进所承担的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任务，全力抓好文体
旅和广电领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惠
民工程实施，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和满意度，努力为成都全面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推动
蒲江加快建设“川藏铁路第一港、国际生
态公园城”作出更大贡献。

蒲江文体旅局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谢燃岸 实习记者 杨芮雯杨希典

老人还未睡醒，但厨房的烟雾浓起来
了，一场意外看似难以避免。幸运的是，
几分钟后，消防车赶到，消防员冲进了门。

背后起作用的是一套全新的消防物
联网系统，烟雾触发报警，安全风险智能
管控平台收到信息，精准定位火灾发生
地点，然后消防队员立即前往救火。

这是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智
慧城市建设的应用场景。

4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智
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专题采访中
获悉，成都正在建设智慧韧性安全城
市。做强“城市大脑”、做细“神经末
梢”，使城市安全防线更加牢固坚韧，使
社会环境更加安全稳定。

高科技智能平台
事故提前预警发现并整改隐患

4月14日，记者走进成都武侯区望
江路街道，街道办事处安全和应急管理
办公室负责人任参向记者详细地展示
了推进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主力
军”——望江路街道安全风险智能管控
平台。

历经近两年半开发、测试和运行
的智能管控系统，充分运用了 5G、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
沿技术，构建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它
能迅速发现并整改隐患；能通过物联
网设备对独居老人家里电、气、烟的监
控来实现事故前期预警；能通过平台
对救援队伍、急救物资等进行管控，当
灾情发生可及时调动救援力量；能使
辖区企业可以和平台互动，随时接收
通知以及举报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大大节省了用

于平日排除和检查安全隐患的物力和
人力。

“在我们使用这个系统以前，几乎
是人工纸质化管理，工作人员的随意
性很强，不具备专业排查安全隐患的
能力，同时，法律知识也有欠缺。有了
这个平台后，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

平台 APP 对企业等场所实行监管，完
全解决了以前存在的问题。”他举例，

“比如我们将要对某个酒店进行安全
检查，放在过去，可能因为工作人员对
安全知识的理解或者相关法律规定的
意识不强，可能只会去检查一下灭火
器或者疏散通道。但是现在通过平台

系统的提示，他会收到去检查库房、柴
油发电房、汽车车库、消防控制室、消
防水泵房等一系列场所的提示，这将
大大降低安全隐患。”

未来重点食物品种可溯源率达100%
智慧安防小区将覆盖全市人口

用“聪明的大脑”全天候管理城市
肌体运行，用四通八达的信息化平台感
知城市的风险隐患，用牢固的基础设施
打造安全防线，让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和高效完善的社会治理成为城市最鲜
明的底色。

这是成都正在实施的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中，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工程。

今年内，成都将在全市 261 个镇、
街道完成镇、街道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任务，推进建设智慧韧性安全城市，
提升广大市民的安全感。今后五年，成
都将以项目建设为牵引，全面构建智慧
韧性安全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

构建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
控的城市感知系统，实现整个城市“一
屏观，一网观”，实现智慧安防小区覆盖
全市人口。

在备受关注的灾害防治系统上，新
建、改造地震监测预警台站46个，地震
预警终端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及重点区
域，实现地震监测预警信息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除此以外，还包括优化布局供电网
络，实现中心城区用户年度供电可靠率
99.99%；天然气管网实现互联互通，供
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老旧小区燃气设
施应改尽改；新建20个城市消防站；优
化成都市电梯困人应急服务平台，电梯
年检100%全覆盖；加强食品药品全链
条监管，重点食物品种可溯源率达
100%，本地生产国家基本药物抽验合
格率达99%以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 实习
生 姜曦悦）提到四川，很多人第一时间
会想到三星堆、、九寨沟、都江堰等知名
景点。其实，四川山水秀丽，文旅资源丰
富，还有很多“美丽的角落”。

4 月 15 日，全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
查工作总结会在成都召开。记者从会上
获悉，历时两年，四川对21个市州183个
县（市、区）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双普查”，

摸清了文旅资源“家底”。此次普
查，四川普查出六大类文化资源 305.7
万余处，旅游资源24.5万余处（其中新发

现新认定6.5万余处；评定五级旅游资源
1864处，四级旅游资源5250处）。

同时，四川还发布了“五维合一”系列
普查成果（标准维度—《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资源普查标准体系》、工作维度—《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手册》、文本
成果维度—《四川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
报告》、成果运用维度—《四川省旅游资源
保护与利用指南》和资源大数据维度—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资源云平台），为编制“十
四五”文旅规划，促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提供了
科学支撑，夯实了发展基础。

据了解，此次普查工作中，四川做到
了多个创新。其中，创新方式，在全国首
创率先同步开展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

“双普查”。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样
板”的经验和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可借
鉴，为全国文旅资源普查提供了技术标
准、工作路径、组织模式、成果运用和普
查示范，贡献了“四川力量”。

会上提到，四川要充分运用普查成
果，强化资源研究，加大资源宣传，在保
护的前提下推动资源的有序开展利用，
推动文化旅游与一二三产业、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要

招引落地一批引领性支撑性重大文旅项
目，培育一批高品质大景区、大度假区，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编制好

“十四五”文旅发展重大系列规划，优化
“一核五带”布局，培育大九寨、大熊猫、
大遗址等“十大”文旅精品和长征红色旅
游走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走廊“四
大”文旅走廊，加快形成世界重要旅游目
的地体系。

此外，会上宣读了省政府办公厅对
全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 49 个先进单
位和195名先进个人的表扬通报。

安逸游四川将有新玩法 新发现6.5万余处旅游资源

做强“城市大脑” 做细“神经末梢”

成都建设智慧韧性安全城市

应急演练场景。

望江路街道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