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民金女士在徐汇区行政服务大厅签字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绿码通行，电子亮证，“掌上办事”
成为习惯；防疫数据，客流监测，城市体
征一屏可观⋯⋯从战时疫情防控，到日
常智慧应用，在上海，越来越多人开始
领略科学化、智能化治理城市的魅力。
“一网通办”带动政务服务改进，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一网统管”促进
城市管理精细化，保障城市安全有序
运行———抓好“两张网”建设，是今年
全市工作的重大任务，也与你我生活
息息相关。

在智慧城市生活，上海人能够享
受哪些福利？对此，代表委员又有哪些
建议？

    2400 多万常住人口，13 亿平

方米城市总建筑量，270多万户市
场主体，600多万辆机动车，24 万

多台电梯⋯⋯上海，一座系统庞
大、川流不息的超大城市，考验着

各方面的治理能力和智慧。
日前发布的《上海市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

2022年）》提出，建设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和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基

础支撑平台，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

市。而在 2018年，在沪全国人大代

表就曾开展“大数据共享与安全”
专题调研。那么，海量城市数据怎

么用？“两张网”建设如何补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邵志清打比方

说，以前在数据共享时，大家都希
望能复制一份，就好比在家里再造

一个同样的图书馆。可这样既占地

方，一致性和安全性的维护成本又
高。能不能换种思维方式？“今天的

读者要查阅文献 A，明天要查阅资
料 B，你需要做什么事，图书馆可以

帮忙做好服务，书籍依然在原地不
动。”邵志清表示，理想状态，就是将

算法部署到数据中去，反馈给相关

部门所需要的处理或应用结果。

此外，邵志清还建议，政府应
加强与市场和社会联动，实现共管

共治共享。“例如与电信运营商、保
险公司、银行、平台公司等实现联

动，共享信息，优化办事流程。政府

部门花些力气可以解决的事，不能

让老百姓来回跑腿。”
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更关注

数据安全综合能力。“数据互联互
通是趋势，政府应加强把控监督。”

他提出，当前，互联网寡头企业正
在涌现，不可避免地造成数据过度

采集、滥用甚至不正当竞争，建议

开展国家数据安全治理，推动数据
资源的规范采集、安全存储、有序

流通和依法开放。

数据互联是趋势 数据安全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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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两张网给百姓带来实惠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赋能上海城市治理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本报记者 杨洁

海量城市数据怎么用？ 代表委员来支招

“不见面办理”社保卡

“去年我办理新版社保卡，不
用再赶回户籍所在地徐汇区，直接

去单位附近、静安区的一家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很快就办成了！”

说起“一网通办”的便民体验，全国
人大代表邵志清结合自己的亲身

经历，为上海政务服务点赞。

不过，如果邵代表再晚几个月
办卡，一定会更方便：今年 3月，上

海“一网通办”推出高频事项“不见
面办理”服务，“新版社保卡的申领

及开通”首批上线。如今，上海市民
只需轻点手机屏幕，就能坐等新卡

快递上门。

目前，上海市“一网通办”总门
户已接入 2321项服务事项，其中，

行政审批事项已应接尽接，82.1%

具备“全程网办”能力，93.87%具备

“最多跑一次”能力。更多申领渠道
不断拓展。这两天，上海又推出

505个银行补换卡网点。社区办、
银行办、“随申办”———线上线下，

任君挑选。

疫情期间，上海及时推出“随
申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应用开

发部副部长陈祺介绍，“随申码”的
功能还将不断拓展，如在体育、文

旅、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延伸
应用，“或许，未来生活中，我们可

以实现一‘码’平川。”

办事不用带证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
新技术的迭代发展，破除信息孤岛，

建设更智慧的城市是大势所趋。”全
国政协委员谈剑锋表示，“要打通政

府各部门的数据很难，技术以外，更

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在这一方面，上
海‘一网通办’做出了全国表率。”

不带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原件，
能去线下窗口办事吗？以前，人们

可能无法想象这样的场景。而如今
在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答案是，

能。“我们大厅 240个事项，都可通

过事项清单，调用电子证照库，办
事不用带证照，一部手机全搞定！”

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杨菊芳
骄傲地告诉记者。

这份承诺背后的底气，源自各
部门数据壁垒的日益破除：今年，

上海提出“两个免于提交”的目
标———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

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电
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实

体证照。

便民服务更贴心

营商环境更优化

去年完成“双减半”“双一百”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
率先提出实施“一网通办”改革，今

年已是第三年。“当时我就在现
场。”邵志清关注信息化工作多年，

曾任“一网通办”初期方案专家组
组长，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在邵志清看来，“一网通办”中

的上海特色，在于“站在企业和群
众视角”的转变，更在于“高效办成

一件事”的务实。2019年，上海完
成“双减半”（审批时限平均减少一

半、审批提交材料平均减少一半）、
“双一百”（对 100个事项进行业务

流程优化再造、实现 100项个人事

项“全市通办”）的任务。

对此，企业经营者体会最深。
“开办饭店，只填写一张表格、交一

次材料就可以了。”一次采访中，记
者在徐汇行政服务中心遇到了基

快富食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金女士，她一口气拿到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酒类商品零售许可

证和消防验收批文(见上图)，喜上
眉梢———在商场里开饭店所需要

的证件，办齐了，而从填写表格到
审批完成，总共只用 9个工作日。

关键是探索业务流程再造

加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事
项⋯⋯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

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

名由 46位上升到 31位，作为样本
城市之一，上海贡献了 55%的权重。

“面向企业和老百姓的‘一件
事’，改革的关键，是怎样把原本多

部门众多办理事项，变成整体政府
办理的一个事项。”在邵志清看来，

业务流程再造，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两年，上海‘一网通办’做了很好
的探索，推出了不少企业办事‘主题

套餐’，将来在细节上还可以进一步
优化。比如在办理某一件事上，应明

确各部门分别应该尽到什么职责、
完成什么工作、应提供什么数据、

能共享什么数据等，建议做到‘一
事一清单’，使服务更精细。”

基层管理更精细

一张屏管住街道防疫事务

“上班第一件事，打卡签到！”
最近，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岐山居民

区书记朱卫红养成了一个新习惯。
她向记者展示了工作后台，手机屏

幕上区分了居民小区、办公楼园、
建设工地、沿街商铺等模块，相关

信息一键可查。

“愚园路 1088弄存在电瓶车

乱停放及堆物现象。”处置列表中，
躺着这样一条信息。朱卫红介绍，如

果辖区内发现问题，平台可以像这
样直接点对点派单，上报、处置、核

查等，都能快速响应。“我们的效率
变高了，老百姓的抱怨声也少了。”

朱卫红所使用的工作平台，接

入了江苏路街道城运中心“一网统
管”系统。2月 7日，全市首个“一网

统管”防疫专页在江苏路街道上线。
疫情期间，这套系统为基层“表哥”

“表姐”减负，让朱卫红与同事们尝
到甜头，直呼“给力”。

“以前上门走访排摸，我们都
是先把信息记在纸上，回到办公室

再录入到电脑中。遇到其他条线需

要报表，还要按照不同的格式手动
制作。而现在，我们一部手机就能

搞定。”朱卫红与同事们每天排摸
的统计信息，只需在工作平台录入

一次，即可在江苏路街道城运中心
实时显示更新。一张屏，“管住”了

街道内的大小防疫事务，还能精准

发布风险提示。

从探索设想进入全面建设

本周，上海首个智慧消防应用
场景落地长宁“一网统管”，并在江

苏路街道试点运行。江苏路街道城
运中心主任张哲人告诉记者：“针

对常态化工作，更多智能应用将及
时补充, 功能会继续更新迭代，数

据更将包罗万象。”

目前，“一网统管”工作已经从
探索设想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邵志

清认为，要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
管全城”，市、区、街镇的平台应该

实现无缝对接，市级各委办局和各
区在资源、数据等方面应该更好联

动，以发挥更大效能。

城市运行更安全
    还记得去年国庆期间刷屏的

“雨刷式过马路”吗？上海警方的人
流疏导措施，经受住了外滩区域总

客流 1200万余人次、单日最高客
流 200万余人次、瞬时最高客流

22万余人次的三重考验。

“千里眼”管控大客流

线下更精准更有温度的管控
措施，得益于线上更聪明更敏锐的

“智慧助理”。在外滩治安派出所，
记者看到了新上线的黄浦公安智

慧指挥平台。它有“千里眼”，在延
安路就能直接“看”到人民英雄纪

念塔，还能实现自动巡视，并针对
不同场景模拟预演。

“南京东路（西藏-河南）3679，

陈毅广场 104，外滩滨水区 1937，
外滩江堤（4-8号口）182⋯⋯”大

屏幕上，大客流管控系统也在高效
运转。外滩治安派出所所长刘海波

介绍，通过LBS、客流眼、轨道交通
数据等，可以实时获得本辖区内

的高风险路段、中风险路段、低风
险路段，热力图一目了然。“本次

‘五五购物节’期间，南京路步行
街、大丸百货等迎来客流高峰，公

安民警与其他相关部门联勤联动，
智慧平台为我们的精准决策提供

了数据支撑。”

实时监控1.3万座幕墙建筑

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庞大的
生命体，那么，越来越多的“神经

元”正在触达末梢角落，保障城市
安全运行。上海去年起推进玻璃幕

墙“一楼一档”信息入网，年底前将
实现 1.3 万座幕墙建筑的在线实

时监控。还有路灯、消火栓等 1495

万个城市部件、2.68万公里地下管
线、5000多个建筑工地、1.4万多个

住宅小区、3000 多处历史保护建
筑⋯⋯海量数据都连接“在线”。

畅想，未来，在“云端”有一座
实时更新的数字孪生之城。那里能

找到“陆家嘴三剑客”，每一片玻璃
幕墙、每一台电梯，年龄、坐标、维

保记录清晰可查，减少安全隐患；
那里也能看到黄浦江崇明岛，大气

环境、水环境、声环境质量实时监
测，守护天蓝水清；或许，那里还能

看到你和我，幸福感、获得感、满意
度日益提升，享受智慧生活⋯⋯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上海正在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运用前沿技术
推动城市管理手段、模式、理念创

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
化，“两张网”赋能城市治理，织就

人民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