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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聚焦“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发布会的主角是
黄浦区。

黄浦区，区域面积全市最小，经济密
度全市最高， 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人流、物流、交通各类要素资源集聚
程度和流动性很大，同时“二元结构”突
出。 如果说，城市也是生命体，那么，“二
元结构”突出的黄浦区，生命体征复杂。

面对现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细化城
市治理如何精准发力？ 答案是：敬畏心。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秉持对超大城市的敬畏之心，把全
生命周期管理贯穿城区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追求高效能治理，努力打造充满
活力、 井然有序的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治
理标杆，就是黄浦的目标。

因为敬畏，就要突出民生改善，让家
园更具品质。 在黄浦， 旧改是 “最大民
生”。 2012年以来，黄浦旧改征收受益
居民超过 5.5万户， 去年历史性突破
1.2 万户，今年重点聚焦金陵路、西藏
路、北京路、建国路、老城厢等五大地区，

充分挖潜让旧改加力提速。其中，宝兴里
旧改仅用 122天完成居民 100%签约，

172天实现居民 100%自主搬迁， 创下
近年来全市大体量旧改项目居民签约和
搬离完成时间新纪录。同时，“十三五”期
间黄浦已拆除各类存量违法建筑 1 万
多处，28万多平方米，积极开展社区“微
更新”；建设邻家屋里厢、空中书房、公共
客厅、口袋公园等社区公共空间，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打造环境
宜居、幸福和谐“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杨洁）7月 14日，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围绕公共数据治理和“一网通办”，共同深

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双方将共同设立“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联合培养多领域人才，联合开展项目攻关，推动

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效应。双方合作将重点

聚焦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两大领域，通过理

论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着力提高数据治理能

力，增强数据管理水平，升级数据安全技术，推
动完善数据法律体系，夯实上海“智慧政府”的

“底座”建设；将优先围绕市民关注的民生领域
和企业关心的营商环境，积极推动政务数据与

社会数据融合，开展社会应用场景研究，支撑
城市公共服务的高效、便捷、精准；将以“AI（人

工智能）+一网通办”为抓手，为上海智慧政府、

智慧城市建设输出智力成果、提供解决方案。

上海大数据中心与交大达成合作
重点聚焦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

    “联合国高级官员到上海看‘一网通办’

案例时，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想到。他
问：没有手机的人怎么办，也能享受服务吗？”

《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7月 10

日正式发布，上海“一网通办”经验作为经典

案例写入报告。昨天，联合国电子政务评估报
告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郑磊教授与记者分享这个故事。

当时，联合国高级官员提出的问题，在现
场得到满意的答案。线上与线下融合，高效与

温度融合———上海“一网通办”经验正在向全
球推广。

位列全球第九
“在联合国全球城市电子政务评估排名

中，上海位列第九，首次进入前十。在全球国
家排名中，中国从 2018年的第 65名上升至

第 45 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郑磊介绍，
联合国每两年调查评估 193 个成员国的电

子政务发展进程，并发布调查报告；2020 年
报告的主题是：数字政府助力可持续发展

十年行动。

本次评估的标准如何设置，上海“一网通
办”有哪些做法获得好评？郑磊连续参与了

2018年、2020年发布的两期报告的评估专家

组工作。他介绍，城市在线服务的评测主要有
四个分项。其中，技术方面上海排名第 2，内容

方面上海排名第 12，服务方面上海排名第 10，
互动方面上海排名第 15。整体而言，上海在全

球电子政务领域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联合国的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已持续

多年，此前只有国家层面的排名。2018年，联

合国首次开展城市层面的评估，在全球范围
选择了 40个城市，上海代表中国入选。“这对

上海来说，既是压力也是荣誉，上海代表着中
国城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郑磊说，今年

联合国全球城市电子政务评估排名的范围扩
大至 100个城市，上海获评第 9名，这样的成

绩来之不易。
据悉，本次报告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

部的公共机构与数字政府司发布，也会被国际
上其他有关营商环境、城市信用的报告引用。

注意“数字鸿沟”那一头
“联合国评估报告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排

名，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知识和经验，对标

优秀案例，寻找自身差距。”郑磊介绍，今年中
国共有三个案例入选，除了上海“一网通办”，

杭州城市实时交通管理、北京残疾人在线服

务也位列其中。其中，上海“一网通办”案例篇
幅最长，出现在报告第 6章，主题是以数据为

中心的电子政府。
“在各国的众多案例中，为什么上海‘一

网通办’被选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以数
据共享为核心；第二，注重线上线下服务的融

合。”郑磊介绍，发达国家如今主推线上服务，

联合国的专家们认为，数字政府也不能一味
在线上“狂奔”，还应注意到有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正处于“数字鸿沟”的那一头。
在上海，“一网通办”线上有政府网站、

“随申办”移动端 App、小程序等，线下则有区
级行政服务中心、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联合国高级官员到行政服务中心考察
时，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通过手机号预约取

号的功能。而他的问题却是：没有手机怎么
办？”郑磊说，这位官员在那里看到了线下的

办事温度：咨询台可以现场取号，一旁也有不
少工作人员在服务。

线上讲效率，线下讲温度，让上海“一网通
办”具有向全球推广的典型性。今年上海提出，

“一网通办”要从“能办”向“好办”转变，提升线
上线下服务体验，始终是上海坚持的方向。

凸显人民理念
应该看到，尽管上海“一网通办”取得了

可喜的排名，不过，在内容、服务、互动等领

域，还有不少提升空间。未来，“一网通办”应
该如何发展？

郑磊建议，上海“一网通办”可以在加强
互动参与等方面继续发力。“上海市民有参与

市政发展、城市建设的积极性，这与上海‘人

民城市人民建’的发展方向也是契合的。”
当然，郑磊也表示，联合国现行的评估指

标和方法本身也还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例
如，当前许多互动都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在政

府门户网站上的互动逐渐减少，但目前评分
标准尚未将社交媒体纳入其中。

今年，上海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将完
成 14件事“一件事一次办”。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主任朱宗尧介绍，日前，“医疗费报销一件
事”已发布，其余“一件事”也在稳步推进中，

根据计划 9月底将完成上线。
朱宗尧表示，接下来将按照“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继续提升市民
群众办事体验，把上海“一网通办”提升到更

高的水平。 本报记者 杨洁

上海“一网通办”经验写入联合国报告，向全球推广

没有手机 也能享受便捷服务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吴 健 视觉设计 /黄 娟2020 年 7月 15日 /星期三

要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温暖”的愿望：
助山里娃洗个热水澡
福美专项基金援建贫困山区乡村小学浴室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上海社会力量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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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援建贫困山区小学的第 16、17个

浴室开工啦，9月新学年开始，当地孩子可
以畅快地洗个热水澡了！”上月底，上海市华

侨基金会福美专项基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了这则信息。虽然福美“我助大山孩子洗个

澡”项目才到第三个年头，但已为四川、云南

等地的 17所乡村小学建设浴室并配备太阳

能热水器，让孩子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

为孩子健康行动
“我们建的第一个浴室在四川石马的

一所小学里，也是福美最早做一对一助学

的地方。那时候，很多孩子因为学校条件有

限，几个月都洗不了一次澡，有的身上都有

虱子。我们就想，给孩子建个浴室很有必

要。”基金办公室主任陶利帆说。2018年，

福美发起“我助大山孩子洗个澡”项目，在

川滇等地村小建设浴室。
“这是云南一个村小新建的浴室。”陶

利帆指着朋友圈的照片说，这个浴室窗明
几净，墙上贴着瓷砖，每个淋浴位被隔开，

给孩子们充分的隐私保护。一个多月前，云
南广南县者太乡大田村小学里的浴室建好

了,老师左定永说，以前学校里只有一个供
老师用的浴室，对全校近 300名学生来说，

淋浴位实在是“供不应求”。“以前学生在体

育课上出汗，可能得到周末回家才能洗。浴
室造好后，孩子就可以每天洗澡了，虽然他

们没说什么，但都特别开心。”

倡导“循环公益”

如果将福美专项基金比作从城市伸向

贫困山村的藤蔓，这条藤蔓上已结出不少
果实。今年迎来第十个年头的福美专项基

金，先后创设“助力青年学子”“关爱大山里
的孩子”“大山里的基础建设”等公益项目，

给偏远贫瘠地区的妇女儿童等带去温暖。

左定永说：“我们常跟孩子说，这个浴
室是上海爱心人士捐赠的，大家要好好爱

护浴室，更要有感恩之心，长大后，如果有
能力，也要去帮助别人。”这番话其实和福

美倡导的“循环公益”理念不谋而合。基金
不断提倡让公益受助者转变为行善者，让

善意在不断推进的善行中延续和传承。

“我们一直有个宗旨，不能把公益的门

槛抬得太高，其实公益就在我们身边，是大
家都能参与的事情。公益不分大小，不论捐

款多少都是一份爱心。”陶利帆说，也希望
今后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把公益

做得有滋有味。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因为敬畏，更要突出环境品质，让地
标更有温度。南京路、淮海路、豫园、新天
地、田子坊，诸多上海地标汇聚黄浦。“席
地可坐”，曾是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人民
广场的保洁标准。如今，这个标准已向新
天地、豫园、田子坊、黄浦滨江等重点区
域拓展，从细节处提升市民、游客的舒适
度和便利度， 这样的人本价值， 无处不
在。 走在地标景区，你会发现，标识系统
设置成最适宜观看的高度； 南京路步行
街上“冬凉夏热”的大理石座椅，穿上了
同色系的木质外衣； 一个个户外职工之
家爱心驿站，让环卫工人、交通协管员、

快递小哥歇歇脚、暖暖心。

因为敬畏，更要有本领恐慌，突出常
态长效，让治理更智慧。“一屏观天下、一
网管全城”，打造适应区位特点、把脉城
区生命体征、 符合群众需求的 “城区大
脑”。当前，在黄浦，“一网统管”建设已完
成“卫生健康、施工安全、店招店牌管理”

等 14个特色主题应用。 面对节假日暴
增的大客流，不是简单的限流封路，而是
实施“客流数字化管控”，安全活力两不
误。 目前，黄浦已建成 5G宏站 551个，

基本实现室外场所 5G 网络连续覆盖，

努力做到“态势看得清、隐患排得掉、过
程跟得住、问题处得快”，让城区治理更
高效、智慧、精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将
黄浦定位为上海的 “心脏、 窗口和名
片”。透过黄浦，管窥上海。当人们在外
滩看见 “雨刷式过马路” 的引导客流，

在南京路看见 “席地可坐” 的保洁标
准，在金陵路看见刷新了旧改纪录的宝
兴里……人们看见的，是一座超大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敬畏心。人们会说，上海，

好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