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金山杯”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于昨在

金山城市沙滩举行，200余名全国风筝高手同台竞
技，带给市民无与伦比的精彩体验。昨晚，造型各异

的夜光风筝陆续升空，与沙滩灯光交相辉映，呈现绚
丽多姿的城市沙滩夜景，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赏。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齐传彬 记者
袁玮 屠瑜）昨天，虹口区北外滩区
域旧改工作再传好消息，虹口旧改

史上体量最大的东余杭路（一期）项
目正式开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

约，6000 余户居民将挥别“旧”时
光，迎接新生活。这也意味着虹口今

年可实现旧改超过 1万户，远超全

年 6000户的目标，创虹口旧改历史
纪录。

昨天上午 8点半，位于保定路
358号的东余杭路（一期）项目征收

基地的数十个签约办公室内气氛异
常热烈，一张张签约桌边，决定全货

币签约的居民们兴奋地围坐咨询、
有序签约，家住东余杭路 1078? 6

号的陶伟春便是其中之一。签好名
字，一桩多年的心事终于落定，陶伟

春返回家中，提前打包收拾物品。在

这个面积仅 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卧室客厅“合二为一”，也没有厨卫

设施，最多曾蜗居过三代人，至今仍
使用着节约空间的折叠椅。陶伟春

说，房屋很简陋，这次动迁盼了很久
很久，总算盼到了。

东余杭路（一期）旧区改造项目

由 110、111、112、113、114、115?个
街坊组成，共涉及居民 5888 证、

6322户。街坊内的房屋消防安全隐
患突出，各种生活配套设施较为缺

乏，居民多年来盼望旧改的呼声十
分强烈。为加快解决民生，虹口区与

市地产集团再次以组团打包的形式
集中启动、集中推进、集中开发，一

次性启动这 6000余户居民旧改，把
旧改速度提升到“快车道”阶段。虹

口区第二征收事务所副总经理丁勇

告诉记者，如果照以往一个一个街
坊来操作的话，需要多年时间，但是

这次“打包”以后，只需要几个月时
间就能完成。

由于项目体量大、涉及居民户
数多，虹口区首次将两个征收事务

所整建制投入基地，既合作又竞争。

同时，从全区各街道、部门抽调精兵
强将，集中在东余杭路（一期）项目

开展工作，形成“千人大会战”的浩
大声势。北外滩街道的青年干部朱

燕飞说，很有幸能够加入这次旧改
工作，希望借此机会更多地为居民

群众服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虹口已先后

启动 15个街坊旧改，收尾交地 11

个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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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申码”一天上线
“2 月 16 日，我们接到‘随申

码’开发任务，就开始与时间赛跑。”

回忆起半年多前“随申码”刚刚诞生
时的场景，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数据

资源部部长储昭武记忆犹新。
连夜组织专家团队，完成架构

设计，清洗比对近亿条原始数据，计

算 2000多万条“颜色”……2月 17

日，“随申码”正式推出；从开发到上

线，不到 24小时。
上线仅是开始，此后，“随申码”

功能不断迭代更新，覆盖更多用户
人群———3月 1日，支持港澳台人

士、外籍人士获取“随申码”；3月 15

日，“随申码”企业版上线，助力复工

复产和精准防控；4 月 3 日，“亲属
随申码”推出，方便学校复课、儿童

出行，199.2万名未成年人通过亲属
申领获码……

“上午跑江苏，下午跑浙江，晚
上回上海继续召开专题攻坚会，这

是常有的事。”储昭武告诉记者，自
3月初起，为促进长三角“健康码”

互认，开发团队还与浙江、江苏、安
徽三省数据管理部门沟通协调。

截至目前，长三角区域健康码

数据已累计共享交换 4075万条，日
均交换数据量 21万，为打通三省一

市的“健康码”共享互认奠定了数据
基础。

“扫码”就医更便捷
近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徐汇医院，门诊自助服务一体机

上，前来复诊的张女士打开手机上

的“随申码”，简单操作之后，出示二

维码就完成了挂号。“我用过三次
了，用下来蛮顺手的，再也不用担心

忘带医保卡了。”张女士说。
除了核验个人健康信息外，“随

申码”正在汇聚更多功能：5月 15

日，“随申码”平台与电子证照库后

台实现融合贯通，为各政务服务窗

口实现“亮码办事”赋能。7月 5日，
“随申码”开通看病就医功能，为患

者提供“脱卡支付”新模式。

“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
证”“机动车行驶证”……“随申

码”正与电子证照库融合贯通。应
用开发部工程师方海宾介绍，截

至今年 9 月底，市大数据中心已
新增 777 类电子证照的归集工

作，归集总量超过 1 亿张，调用总

量超过 2亿次。
上海正依托“一网通办”和大数

据赋能，在多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推

动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高新区里“高辛”多
“你什么时候回家？女儿等你吹

蜡烛呢。”“我在忙攻坚呢。”“你就在

微信里留个言吧，简单过个场。”
前段时间，应用开发部副部长

陈祺为女儿过了一场特殊的“云生
日”。在微信上，他发了简单的几个

字：“1、2、3，呼———”那边，家人带着

女儿吹了蜡烛。
“一网通办”即将迎来总门户上

线两周年，它已成为上海这座超大
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闪亮名片。而

在两年多的攻坚时间里，像陈祺一
样舍小家为大家的成员不在少数。

对于开发团队而言，“一网通办”就
是他们共同的孩子，打磨与呵护，已

经成为本能。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位于市北高

新区。采访临近结束时，陈祺说了这
样一个故事：前段时间，园区内有一

家企业来调研，说晚上路过中心
时，总是看到大楼灯火通明。“他们

就开玩笑说我们是‘市北高新’里
的‘市北高辛’。”陈祺说，能为“一

网通办”工作添砖加瓦，让老百姓办
事从“能办”到“好办”再到“愿办”，

每一位参与者都有很大成就感。
“希望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百姓

的幸福指数。”

“扫码”畅行背后的“高辛”付出
———记上海“一网通办”改革攻坚团队

    “绿色，可通行。”亮
出“随申码”，当手机屏
幕上出现令人安心的绿
色后，即可出入公共场
所……半年多时间来，
市民已经习惯这样的应
用场景。目前，“随申码”
累计使用次数已超过 12

亿次，累计使用人数超
3400万人。

除了“一码”畅行外，
还有电子证照、不见面办
理……市民办事出行更
便利的背后，是上海“一
网通办”系统提供了重要
支撑，这也离不开改革攻
坚团队的默默付出。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首席记者 左妍）记者

昨天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
至目前，上海累计治愈出院新冠肺

炎病例 1003例，其中境外输入性病
例 668例、本地病例 335例。

昨天出院 6例确诊病例，均为
中国籍，乘坐不同航班从不同国家

入境。多为中青年，病情均属于轻型

或普通型，在院期间给予抗感染、中
药、加强营养以及对症支持治疗等

治疗措施，现治愈康复出院。院方将
继续做好出院患者的健康管理，卫

生健康部门将对患者开展必要的随

访观察。

13 个月大的新冠肺炎感染患
儿禾禾（化名）今天从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出院。禾禾是目前上海市
输入性儿童病例中年纪最小的患

者，9月中旬随家人从菲律宾入境
时核酸检测阳性，之后转到上海市

新冠病毒感染儿童患儿定点收治单

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
科治疗。入院时孩子有咳嗽症状，在

儿科医院传染病楼拍摄了胸片，显
示存在支气管肺炎。1个月来，传染

医护团队给予了个体化的精心治疗

和护理，孩子终于在近期连续 2次

核酸阴性。
据悉，根据输入性新冠肺炎病

例特点，上海市针对性加强了对新
冠肺炎患者出院后的随访工作。出

院后继续进行 14天隔离管理和健
康状况监测，避免外出活动。做好出

院后第 2周、第 4周到定点医院随

访和复诊工作，便捷患者复诊通道
和途径，对于不能按时回访的患者，

逐一电话随访。同时，做好出院时的
健康宣教工作，提醒患者保持良好

的个人及环境卫生。

沪累计出院新冠肺炎患者超千例

虹口北外滩旧改驶入“快车道”
东余杭路（一期）项目昨起签约

夜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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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一网通办”改革攻坚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