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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智慧早餐的重要组成部

分， 历经一年开发， 近日，“早餐地

图”服务在“随申办”App、微信小程

序、 支付宝小程序三端同步正式上

线。

“早餐地图”在市商务委的牵头

下， 由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提供平台

和技术支撑。 平台通过对全市早餐

连锁网点、流动餐车等数据的核查、

采集管理，优化即时查询方式，发挥

第三方平台作用，形成可视化“早餐

地图”，并将定期更新的早餐网点信

息与大数据中心对接， 方便上海市

民查询早餐网点。 从 9月底试运行

至今，服务访问量已经超过 12.4 万

次。

上海市商务委相关人士介绍，

“早餐地图”覆盖面广，囊括了沪上

大部分早餐企业和网点。 截至 11

月底，已有 108 家连锁企业总部进

入平台，有 13152 条固定网点、746

条移动网点信息纳入管理， 并建立

起早餐网点信息更新机制。

同时，“早餐地图” 满足了不同

年龄层的早餐消费需求。纳入“早餐

地图”的有连锁便利店，解决市民群

众路途中的早餐需求； 有中式堂食

门店， 解决市民群众家门口的早餐

需求；有西餐堂食、咖啡连锁，解决

市民群众在商务楼和产业园内的早

餐需求；流动餐、早餐驿站、智能餐

柜，也为早餐服务提供了有益补充。

今年以来， 上海早餐民心工程

市区联动、 多方协作， 继续“加速

跑”，《上海市推进早餐工程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0 年—2022 年）》

确定的三年目标已经在两年内实

现———今年全年新增早餐网点

1993 个，累计 2505 个；新增复合

门店 634 个，累计 964 个；重点早

餐企业布局网订柜（店） 取 1186

个，累计 1545 个；设置智能取餐柜

900个， 投放早餐自助售卖机及无

人早餐车 206台。

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区

域已基本实现每隔 1000 米左右设

有早餐网点、 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

右可达早餐供应点的目标。

市商务委将继续以智慧早餐

为抓手，在新一年全力推进数字赋

能工作。 大力推广网订柜（店）取、

“互联网 + 早餐服务”，持续推动传

统早餐企业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

计划明年新增 500 个网订柜（店）

取点位。 以完善早餐网点信息为重

点，持续推进“早餐地图”建设，及

时做好关闭网点信息删除、新建网

点信息录入等工作，确保“早餐地

图”能够提供最新网点信息。 鼓励

企业综合运用各类智能业态铺设

早餐网点， 不断推出创新模式，完

善应用场景，提升全市早餐服务的

数字化能级。

摘编自《解放日报》

“早餐地图”各大网络平台全面上线
早餐工程三年目标两年完成

从提供公共服

务， 到参与扶贫帮

困， 从促进社区治

理， 到推动公益发

展，社会组织已成为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 截至目

前，上海共有社会组

织 17287 家，其中社

会团体 4301 家、社

会服务机构（民办非

企 业 单 位 ）12413

家、基金会 573 家。

据介绍，上海社

会组织积极助力“一

带一路”建设、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脱贫

攻坚和对口帮扶等

中心工作，扶贫资金

累计投入超过 18.31

亿元。 市民政局、市

合作交流办发布三

批共计 79 个总金额

达 1845.43 万元的乡村振兴项

目，均被社会组织认领。 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市社会

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捐赠达到

18.77 亿元。

为加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全市推进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

估，截至目前，共计 2911 家社会

组织获得评估等级。 此外，相关

部门通过开展联合执法抽查，规

范社会组织涉企收费，加大对违

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有 1080 家

行业协会商会主动签订规范收

费行为自律承诺书。

在加强执法监管方面，21 部

门联合开展打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登记管理机关、业务

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联手整

治“僵尸型”社会组织，先后曝光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4 批次

33 家、 取缔劝散名单 5 批次 22

家，排查整治 274 家“僵尸型”社

会组织，进一步净化社会组织发

展环境。

中国上海

数据库接入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平台后，多层老公房加装电梯是

否可行、 推进进度如何等信息一览

无遗；存量电梯发生故障，立即触发

联动处置，智能语音安抚被困者，维

修人员很快就位……从电梯加装到

电梯运维， 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

化转型的当下， 小小一部电梯实现

了“智慧化生存”。 上海是全球在用

电梯数量最多的城市， 其安全运行

涉及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民生。 截

至目前，全市在用电梯近 29 万台，

其中约 6 万台加装了远程监测装

置，显著提升了运行的安全性，也提

高了监管成效。

加梯纳入“一网统管”

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E 梯通”加

梯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启动。 从加装

电梯可行性调查、规划审批流程，到

后期运维等全生命周期， 各环节都

搭上“数字化快车”。在江苏路街道，

“一网统管”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应用场景上线， 结合对辖区内 500

多个门洞的可行性评估调研， 形成

加梯“大数据”———从意愿征询签

约、审批流程办理、施工进度及监测

等均可动态实时追踪， 进度一目了

然。 社区里，随着加梯火热开工，建

成后的维保问题也摆在面前。 江苏

路街道自治办主任韦天良介绍，辖

区内首批加装电梯建于 2018 年，

眼下临近“保质期”，今年以来加装

速度明显加快， 加梯数量已超过符

合条件门洞的 60%。“为‘托底’加

梯维保，街道整合社会组织、加梯企

业等共同打造了‘E 梯通’ 服务中

心，对加梯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

着眼于居民们乘坐电梯的安全感，

“E 梯通”为每部电梯制作了“电子

身份证”，即通过梯控装置，系统自

动记录电梯的运行时间、次数、故障

情况等数据。 同时，“E 梯通” 采取

24小时全天候响应机制，遇到居民

报修、投诉需求时，与“一网统管”同

步派单。此外，针对历史文化风貌区

内老房加梯的注意事项， 同层居民

出资分配、 地铁上盖小区加装电梯

等各类专业问题，“E 梯通” 将化身

“智囊团”，以自身集纳的政策、资源

库，为居民答疑解惑。

老旧电梯有了“智慧眼”

运行更加安全

除了全面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这一民心工程外， 上海还有

大量高层住宅内的存量老旧电梯。

如何让这些电梯运行更安全， 减少

骤停、困人等隐患，“智慧电梯”建设

也是解决之道。虹口区嘉苑小区，一

名装修工把建筑材料挡在电梯门

边，方便搬运物品。 仅 90 秒后，物

业人员手机上的“维小保 App”就发

出报警：某号楼一层电梯出现“遮挡

门”的情况，并配有实时画面。 物业

人员立即赶到，制止这一危险行为。

住宅智慧电梯覆盖率全市排名前列

的虹口区， 通过为电梯加装远程监

测终端，叠加十余项智慧功能。一旦

触发报警，电梯厢门将无法关闭，直

至危险行为消除。此外，智慧电梯还

具备电梯困人提示、 儿童单独乘梯

警示等功能。近日，北外滩街道一位

居民被困电梯，又没带手机，焦急之

时电梯传来智能语音提示：“请不要

惊慌， 我们已通知物业和电梯维保

单位前往救援。 ”10分钟后，这位居

民成功脱困。依据后台数据监测，北

外滩市场监管所发现当月该小区已

发生 5 起电梯困人事故，当即约谈

物业管理人员和维保人员， 全面排

查电梯隐患并落实整改。“把既有老

旧电梯升级为智慧电梯， 将提升居

民乘梯的安全感。”虹口区市场监管

局特种设备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正

加快推进老旧电梯升级工作， 及时

发现安全隐患，提高监管成效。

摘编自《文汇报》

浦东持续完善辅具租赁服务
“要喂她吃饭的时候， 把床头升起来就可以

了，这样她也比较舒服。”自从租了一张电动护理

床以后， 家住浦东的马佩文照顾 99 岁老母亲方

便了许多。

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项目是居家养老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帮助老年人实现最

大程度的生活自理， 减轻社会与家人

的负担。 根据市民政局要求，浦东各街

镇持续推进辅具租赁项目， 打造了完

善的服务体系。

马佩文的母亲今年 99岁， 行动不

便，平时大多数时间呆在床上。自己年龄

也不小了的马佩文，在照顾老人起身的

时候，感到十分吃力，今年她特意租了

一张电动护理床。“这样操作起来方便

很多，按着遥控器，就可以把床头或床尾

升起来，整张床也可以一起升降。 ”

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结合老人

的自身需求及居家环境， 推荐用户最

合适的辅具， 提供更多样化的居家养

老服务。为实现市民政局提出的辅具租赁服务网

络街、镇、乡全覆盖的目标，浦东探索在各街镇建

立社区租赁点，用于展示及办理租赁业务。

年过八旬的王德馨，此前也曾在老伴骨折后

康复的那段时间租用了一张电动护理床。“用了

差不多一年，租金 3000 元左右，买的话要 1.5 万

元，还是租比较划算。 ”他说。 据悉，75周岁以上

的本市户籍老人，以及 60周岁以上的低保、低收

入老人，在租赁康复辅具时，还能享受一定比例

的补贴。

浦东新区的其他街镇还尝试探索特色项目

推广辅具租赁，例如有的推出“百岁老人关爱项

目”， 为辖区内的十余名百岁老人免费提供多功

能居家电动护理床。 新区民政部门表示，街镇的

特色项目，让更多老人及家属了解辅具租赁服务

项目，有助于推动浦东新区居家养老服务乃至整

个养老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浦东时报》

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电梯实现“智慧化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