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娃

庄稼哥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上海市检察
院第三分院在昨天发布的 2019年度打
击走私犯罪白皮书中披露：涉自贸区、保

税区走私犯罪案件增长较快，且涉案金

额巨大，常采用保税货物转关途中“飞
料”走私、利用卡口自动审放的漏洞走

私、利用区内企业相关资质走私等手段。
2019年，市检三分院办理的涉自贸

区、保税区走私犯罪案件共 13件 25人
5单位，虽然绝对数量上占比不高，但是

增长较快，且涉案金额均特别巨大。记者
了解到，涉自贸区、保税区走私犯罪主要

采用以下三种手法———
■ 在保税货物转关途中 “飞料”

走私。

如常某某团伙走私液晶屏系列案件

中，犯罪分子通过在运货途中换货，或运至
综合保税区后，在保税仓库用道具货进行

换货的方式将进境备案的液晶屏走私入
境，再以废旧屏幕、碎玻璃等道具货办理

“复出境”。
■ 利用卡口自动审放的漏洞，通过

“少拉卡口核放单多出货”方式走私。

如在方某某走私塑料粒子案件中，

犯罪分子利用保税区卡口自动审放的漏
洞，以少拉卡口核放单多运载货物，即

“少报多出”的方式将部分塑料粒子走私
入境，至案发时多达 1.2万余吨塑料粒

子在没有申报缴税的情况下走私入境。
■ 利用区内企业相关资质实施走

私犯罪。

由于自贸区“通关一体化”的措施只

适用于区内企业，个别犯罪分子专门成

立一个具有相关资质的区内企业，或借用区内企业的资质
进行走私犯罪。如在陈某某等人伪报品名走私犯罪案件中，

犯罪分子成立一家区内物流公司，将进境备案的保税货物
用道具货物进行替换后出区，并在国内销售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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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三十年，还为家乡做贡献”
海沈村最年轻村官亲历农耕从犁地翻土到自动化运作

浦东高行打造“一网统管”升级版

让城市治理更聪明更智慧

■ 既能抖音带货又会文创设计，庄志强将互联网思维注入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社区里弄，房态图为居民“看家护

院”；街边巷尾，电子围栏“盯”着商铺的实
时动态；显示屏上，信息系统“记”着企业

的复工复产复市情况⋯⋯
如何让城市治理更聪明、更智慧？近

日，记者从浦东新区高行镇了解到，面对
社会化治理需要和多元化居民诉求，高行

镇打造“一网统管”升级版。

房态图动态精准
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化的实有人口

管理是基层治理的基础，特别是动迁出

租小区，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疫情期间，高行镇充分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手段，在浦东新区率先推出
了“电子房态图”和“电子门牌”系统，通

过大数据分析，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

数据支撑。
在城运中心指挥大厅，打开电子房

态图系统，34 个居委房态信息清晰列
出。点开“森兰尚城居民区房态图”，只

见小区内 1200套住房，自住率、出租率、
户籍居民、来沪人员、疫情期间重点国

家及地区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高行镇
城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周静萍介绍，“通

过数据每日更新共享，能及时了解各居
委房屋及人员居住情况。”

同时，为了让房态图“活”起来，高
行镇还推出“数字门牌”系统。走进华高

庭园小区，只见每个楼组的门牌上都有

一个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操作界面

里不仅包括议事厅、物业报修、“家门口”
服务、便民服务等内容，疫情期间还增添

了“来（返）沪人员健康信息登记”“疫情
线索上报”“一键求助”3个按钮，只需动

动手指，就可以在家反映信息。

闭环管理更智慧
4月 10日 10:45，一辆电瓶车停在

了新行路次行道上。10：50，高行镇城运中

心的大屏幕上，“非机动车乱停放”的提醒
信息开始跳动，同时显示现场视频⋯⋯

记者了解到，依托“智理高行”2.0版
本，“高行镇电子围栏智能化模块”已在

新行路运行，借助高科技力量实现全天

监控、智能识别、自动告警、及时推送、快
速处置的闭环流程。

镇城运中心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车辆违停、占道经营，曾是高行镇新行路

的社会管理顽疾。“电子围栏”解决了发
现难、整治难的问题，一旦“红线区域”内

有上述情况，城运中心就会收到警报。
这样的一套街面治理模式已覆盖了

新行路，形成了职责划分（段长制）、智能
发现、流程闭环等方面的智能化，同时实

现了三个“5分钟”———从违章预警到触
发告警 5分钟、段长收到告警后 5分钟

内到达现场、5分钟内现场反馈，并与中
心智能化平台 2.0版成功对接后，通过

“浦东智理”APP推送至处置部门。

复工模块全程跟
高行镇在“一网统管”系统设立“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智能管理模块”，全程跟

踪、掌握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提供防
疫、企业发展等服务。在镇城运中心“一

网统管”相关界面，镇规模以上企业地
址、所属员工住址、复产达产率等信息一

览无余，实现了企业防疫、复工等全程实

时跟踪。
“大年初一开始，镇里主动与我们沟

通落实防疫与复工复产，帮助公司实现
100%人员到岗。”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

公司总经理于翔表示。截至 3月 30日，高
行镇排摸各类企业 917家，规模以上企业

复工率 100%。
同时，街区各商铺的复市情况，也在

“一网统管”实时管控下。“城运中心呼叫
城管中队，请察看沿街商铺复市防疫情

况！”近日，城运中心人员根据巡视到的
现场画面，向城管中队“求助”。一会儿，

城管队员到场检查了各商铺的防疫措
施。“一网统管”能第一时间接到信息、及

时处理。
目前高行镇已实施 22项现实场景应

用，推动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从“有一办
一”接诉即办到“举一反三”系统治理精细

化；从“有呼必应”被动处置到“未呼先应”
源头治理智能化。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村干部

    阳光和煦的午后，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

村安静而惬意。村落田间交相辉映，花香扑
鼻柳絮飞舞。春风轻轻掠过道路两旁的枝

桠，惹得树叶哗哗作响，而后又“得意”地穿梭
于田间地头，奏起一支动听的“乡村乐章”。

“庄稼哥来喽！马上就到水稻插秧的季节
了，一起去看看绿肥施得怎样啦⋯⋯”眼前这

位自称“庄稼哥”的小伙叫庄志强，他是海沈村

最年轻的村委干部，此刻正在田梗里摆弄着
手持自拍杆，与直播间里的网友热情互动着。

今年 31岁的庄志强已任海沈村村委会
团支部书记 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浦东娃，

亲历了农事耕作从犁地翻土的传统方式到
如今机械自动化运作的巨大转变，也见证了

海沈村从寂寂无名的落后乡村跃然成为“上
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浦东新区家门口服

务示范村”的快速发展。

很有想法的
清透的河水穿过新民 9组桥蜿蜒流淌，

一路滋润着弥散青草气息的土壤。每当劳作

疲惫时，沏上一壶三月刚出的新茶，坐在乡
创空间的凉亭里小憩一会儿，悠哉乐哉，神

仙日子也不过如此。
“三年多前，这里还是一间荒置的破旧

仓库。我们重新修葺房屋、粉刷墙面，经过一

番改造后，才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介绍乡
创空间时，庄志强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在他

看来，年轻人的创意火花在广阔的乡土平台
上得以实现，不花冤枉钱就能够变废为宝，

这是让人颇为得意的事儿。“你现在坐的凳
子就是我们用废旧轮胎改造的。村里面正好

有家汽车轮胎制造厂，瑕疵品卖不出去就堆
积在仓库里。我们低价买过来，打孔穿上麻

绳，再涂上色彩鲜丽的颜料，美观舒适的座

椅就形成啦。”

这样废物利用的巧思在海沈村随处可
见。钢管、易拉罐焊接成的自行车雕塑立在

十字路口，诉说着村里走出的奥运会冠军
钟天使的传奇故事；闲置已久的农家宅院

翻新修盖成特色民宿，迎接着远道而来的

观光客；平淡无奇的秸秆也能玩出新花样，
大象、草莓屋、钢琴家⋯⋯形态各异的“稻

草玩偶”立在田头，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直播带货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美是双手创造的。只

要善于发现、勤思巧做，就能打造美丽的乡

村。”庄志强告诉记者，自从惠南镇开始“美
丽庭院”建设后，如何让海沈村改头换面的

同时又保留原有特色，他和同事花了不少心

思。“这些雕塑、涂鸦墙、文创产品都是我们
村的大学生设计的，一无是处的废品在他们

手里都能变废为宝。”
年轻人想法多、会玩，这一特质在庄志

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海沈村最年
轻的村干部，他不喜欢打官腔，流行的“网络

用语”张口就来。“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要想

把美丽乡村宣传好，就得顺应潮流，用大家
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

“哦买噶，这个草莓也太好吃了吧！酸甜
可口，鲜嫩多汁，买它！”站在镜头面前，庄志

强就自动调整为活力四射的“主播模式”。找
选题、写剧本、拍视频，成了他日常工作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开始我也一窍不通，只

能慢慢摸索，根据大家的反馈改进。现在熟

练了，几乎不需要太多准备，家长里短就是
创作素材，田间地头就是直播间。”

土生土长的
2012年，当兵退伍的庄志强投身到家乡

建设，那年他 23岁，干起了团支部书记，身
边都是端着茶缸的老干部。在当时的人看

来，这并不算“有前途”的职业，年轻人也大
都不愿意干。
“你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村干

部呢？”面对这个被问及多次的问题，庄志强

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热爱。“谁不愿意看着
自己的家乡越变越美、越变越好呢？”

然而眼下，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和他一样，投

身到广阔的农村舞台，闯出自己的小天地。
“以前人们觉得种田苦、没钱挣，想去外面闯

世界。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农田也有‘科技
范’，现在都是依靠技术种植，机械自动化作

业。再加上‘小三园’（菜园、花园、果园合一）
模式的推广，让村民尝到了甜头，家门口就

有赚钱的机会，年轻人也就愿意回来了。”庄
志强告诉记者，农场主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还有很多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
乡开办工作室，搞起了直播销售。

“我们这代人是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成
长起来的，从小饮着浦江水，血液里流淌的

就是一股闯劲。”在庄志强看来，敢闯敢试的
年轻人成为主力军，乡村振兴离不开这帮热

爱乡土的带头人。“新鲜血液流进大有可为
的农村，到处都将是希望的田野。下一个三

十年，我想为浦东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让
年轻人留在海沈村、爱上海沈村。”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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