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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区 5

    矛盾调解 19908件，联合惩戒 689件，

拥堵指数 34.1⋯⋯一串串数字在大屏上展

示出来。前天下午，徐汇区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正式发布智慧网格化 2.0。该区的网格

2.0项目以“一梁四柱”为整体结构进行开
发建设，打造统一的“智慧网格化管理平

台”，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开展以公共安全
为核心的“大平安”、以城市建管为核心的

“大建管”、以市场监管为核心的“大市场”、

以民生服务为核心的“大民生”这 4大领域
的智慧化信息工程建设和管理模式创新。
作为网格 2.0的核心与基础，“一梁”是

智慧网格化管理平台，承担着数据汇总与
研判的责任，如何确保精准无误地运行？秘

密就在其左右“大脑”，由海量数据汇成的

左脑被称为“智脑”，由网格力量所组成的

右脑被比作“人脑”，两者融合下创造出徐
汇“城市云脑”。

“智脑”，由海量数据与信息技术相结
合汇聚到“城市云脑”，形成人口库、法人库

等基础数据库，截至目前，“城市云脑”一期
的数据总量近 3.8亿条。“人脑”则注入网格

巡逻经验，徐汇通过“1+13+63+X”的网格

管理架构，建立“1”个区级智慧网格化管理
中心、“13”个街镇智慧网格化管理中心、

“63”个对应的智慧网格化管理责任单元以
及“312”个智慧网格化管理工作站，形成从

区到基层村居社区的城市网格化智能管理
协同体系。

靠着网格巡查，所上报案件和经验形
成标准化和制度化的快速派单处置流程，

所有网格案件事项分为法定、商定、指定、

智能 4大类，其中指定类事项（即派单至

人、可快速处置）占 70%，大大提升了处置

效率。不仅如此，工作人员可以凭借“人脑”
系统对各类高发案事件作分析研判、协同

处置，做到哪里有案件，哪里就有网格“处
理员”。“城市云脑”凭借“智脑+人脑”的相

互支撑与配合，推动徐汇城市网格化管理
从“格中有人、人能管事”的 1.0向“一人通

全岗”的 2.0阶段转变。

城市运行的是否顺畅、安全、有温度，
这些都要靠“城市云脑”来指挥，检验“大脑”

聪明与否，“四肢”的精准发力就是标准。

如何在看似稳定的环境中找到“危险

点”，把其“扼杀在摇篮中”？在“大平安”板
块中可找到答案。首先徐汇区对技术手段

升级，通过智能摄像头、应用边缘计算等技
术对重点路段、场所的人员和事件进行实

时跟踪、预警，形成全区风险分色地图，实
时掌握区域平安态势。此外，徐汇干警认真

负责态度的“加持”又提升了城市安全系

数，去年徐汇区“110”警情同比下降
11.2%，报警类“110”总量同比下降 19.6%。

除了城市安全，城市运行秩序也至关

重要。涉及工程建设、防灾减灾等方方面面

的“大建管”板块应运而生，“大建管”借助
智能感知设备监控徐汇城市体征，推动问

题的智能发现、闭环处置。如停车难一直都
是个“老大难”问题，中心城区运用智慧手
段挖掘潜力，提高车位利用率。以眼耳鼻喉

科医院为例，医院内部没有停车位，徐汇通

过“大建管”版块潜力挖掘，把太原路、永康
路、桃江路以及周边小区的停车信息统一

纳入到医院停车综合信息平台，再通过摄
像机实时监控路边车位情况，并实时更新。

开车就医的人可通过信息平台查看车位空

闲情况，既节省了时间，车位的利用效率也

提高很多。 本报记者 袁玮

“一梁四柱”让问题无处可藏
徐汇区智慧网格化 2.0城运平台启动

蔷薇花下

抢车位

陆坚敏 文 孙绍波 画

    家住某老小区的沈阿姨自儿子买了一辆

小轿车后，便天天为抢停车位而忙碌。每天下
午 4时后， 沈阿姨便会拿着一把椅子在自家

楼旁一块空地静坐听收音机， 为 5时左右回
家的儿子抢好停车位。

上周五下午， 她照例端坐在车位闭目养
神。忽然听见楼内邻居在呼喊：谁家的东西烧

焦了！ 此刻，猛然醒过神来的沈阿姨才想起，

灶台上还煲着老鸭汤呢！赶紧箭步直冲家中，

只见室内烟雾腾腾，夹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

一看老鸭已经烤成黑炭状，砂锅底也烧裂了。

楼内邻居议论纷纷， 小区场地本来就是

公共资源，先到先停，岂容一家独霸。 这次如
果酿成大祸，那么整幢楼的居民都要遭殃了。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顾武 记

者 江跃中）近日，静安区彭浦镇成
立了由道路沿街上百户社区商家携

手打造的环境卫生门前责任区自治、
自管、自律和共享平台———原平路

“共享靓街联盟”。这是彭浦镇政府推
进道路沿线市容环境精细化和长效

化管理机制而推出的创新管理模式。

据介绍，原平路“共享靓街联
盟”以道路两侧沿街商户自愿参加

形式组建。联盟按照路段，每 20个
商户编成一个门责联盟小组，每组

设一名组长。小组成员在组长带领

下，对本组范围内的商户门前环境

卫生状况进行日常自测自查，并对
门前存在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设

摊点、乱拉乱挂、乱贴乱写乱画、乱
扔乱吐等“六乱”卫生状况的商户，

进行制止，督促整改。同时，对那些
“门责制”工作出色的联盟小组和商

户，在镇市容所的指导下，进行推
广、表彰。镇政府“门责制”日常工作

巡查小组，也将组织管理、执法、作

业部门人员和第三方力量及联盟成
员一起，联合对沿街商户自治管理

情况进行日常巡查、治理。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为丰富居民文

化生活，营造浓厚的新年气氛，静安区北站街
道在北站艺术中心举办元旦纳福活动，前来

参与活动的居民在祈福卡上写下了新年愿
望，系在金灿灿的祈福许愿树上，表达自己对

新年的美好期许。

活动现场年味十足。朱鸿祥师生以及 10

位社区书法达人现场题写精美的春联及福
字，赠予居民，为大家送出新年祝福。热闹非凡

的市集现场还特邀年俗老手艺人们，带来吹糖
人、捏面人、草编等精彩的文化艺术表演等。

北站街道

居民祈福卡上
写下新年愿望

彭浦镇原平路

沿街商家成立“共享靓街联盟”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共和新

路街道在唐家沙邻里中心举办“这 5 年，
我们没有辜负时光———共和新路街道自

治工作分享会”，静安区首个综合性自治
工作枢纽型平台———自治坊在会上揭牌

启用。自治坊主要有 4 大功能，即孵化自
治项目、挖掘自治骨干、展示自治案例和

交流自治经验。

据了解，“这 5年，我们没有辜负时光”
自治项目主题展览展出的 13个案例，全部

来自共和新路街道各居委会开展居民自
治、创新社区治理的鲜活实践。近 5年来，

共和新路街道自治工作在党建引领下，居
民自治以项目化为抓手，以培育居民自治

观念和习惯为目标，最终实现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理念。街道
从最初的 9个试点自治项目，增加到现在

25个“一居一品”自治项目和 19 个微创投

项目。这些自治项目既有“熟人社区营造”
的自我教育类，也有“邻里亲情”的自我服

务类，既有“我的家园我做主”的自我管理
类，也有“有事好商量”的居民议事类，充分

调动起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沪北居民区的《泊车管家项目》，展示了

居民把汽车的备用钥匙交给小区保安，方便
保安根据泊车需要及时挪动车辆，保安室寄

放的钥匙渐渐从几十把，扩大到 100多把，
至现在的 200多把。小小一枚车钥匙，串联

起居民、居委、物业之间的信心、爱心和诚
心，加强了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小区保安被

居民亲切地称为“泊车管家”。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位于西虬江河

边上的怒江路 600 弄 1 号门口新安装了 3

个高清视频监控探头，配上新增设的铁门，

人像识别系统还能查实进出人员身份，大大

提升了“鸳鸯楼”里 174户、500多名居民的

安全感。这是普陀区长征镇落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强化社区治理、服

务社区居民的具体举措。
怒一居委辖区里的这幢住宅楼也算小

有名气。在上海，30多年前的“鸳鸯楼”已所
剩不多，这里曾经有着甜蜜的过去，明显的

时代印迹独具特色。如今，却因住房面积较

小，住户结构多元，公共配套不足，人员流动
频繁，令楼道、院落环境不甚理想。

2018年，长征镇开展对这幢“鸳鸯楼”

进行整治，集中清理了严重影响通行的违法

建筑和楼道堆物，消除安全隐患，打通了生
命通道。随后又修整了乱如蛛网的电线，配

备垃圾箱房等相关设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这里的居住环境。

但由于“鸳鸯楼”特殊的位置及管理原
因，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与 600弄的

其他住宅楼不同，“鸳鸯楼”呈“品”字形傍河
临街，形成一个类似“独门独户”的院落，周

围环境比较复杂。而怒江路一侧的大门敞
开，缺乏有效管理，两年前就发生过入室盗

窃案件。居民们反映住在这里缺乏安全感，
“晚上听到楼道里有声响，不敢轻易开门”。

镇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实地察看，并听取

居委、业委会及居民的意见建议，制定了工

作方案，要尽快“让居民群众‘晚上睡得着

觉’”。
很快，“鸳鸯楼”的居民们就发现，门口装

上了崭新的大铁门，而且还安装了高清视频
监控探头并与公安治安联网，通过人像识别

系统能够查实进出人员身份。大家表示，以后

看到陌生人进来，不会感觉“吓咾咾”了。
怒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肖倩表示，近两

年来镇里持续投入建设，“鸳鸯楼”越来越
像一个规范小区了。硬件提升了，软件也要

同步跟上，居民区党组织马上着手建立完
善这里的“平安志愿者”队伍，组织居民开

展夜间巡视检查，邻里相互提醒关照，让走
过、路过、住过的居民群众都能有“安全感”

“归属感”。

陌生人进出小区居民不再“吓咾咾”

30多年的“鸳鸯楼”治安无死角

静安区首个综合性自治工作枢纽平台启用

居民车钥匙交给小区保安管

小区 事新

创新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