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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证难，执法难，监管难……在传统“扫街式”的“人巡
人治”中，我们的城管执法虽穷尽心力，但总是不尽如人意。

在人民建议征集中，对于“智慧城管”，市民有着许多期待，

更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建议———

数据平台：完善城市管理领域基础数据库，以利于缩短
案件调查时间，推动数据赋能执法。

证据采集： 推动执法方式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
转变，不断提高执法活动科技含量，提升执法效率。

日常监管：通过数据分析，设置分级监管标准，靶向定
位、精准发力，推动常态长效。

联勤联动：在“一网统管”背景下“多格合一”，建立前端
行业监管、后端专业执法、双方信息互联的管执联动闭环，

打通管理执法堵点。

装备配置：应用 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基于无人机、车载视频巡逻车、固定高清视频监控等
信息化装备，打造“物联、数联、智联”城管执法数字底座。

千千里里眼眼科科技技心心智智慧慧脑脑“数治上海”什么模样？
本报记者 季晟祯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市民群众最关

心的小区违法搭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破
坏房屋承重结构等问题，研究制定了《2021

年本市住宅小区环境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部署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着力查处 2类 10

种小区管理难点。同时，依法整治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未及时报告违法行为、未劝阻制止

违法行为等 3种突出问题。
潍坊路 116号潍坊六、七村共有 1839

户居民，户籍居民数 4673人。整治之前，小

区里违法搭建超 34家、违规经营 22家、天
井开门 108处、占绿占公 144处。城管社区

工作室引导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小区从连年
“脏乱差”变为“无五违”小区。

为强化长效管理，城管部门还建立住宅
小区环境专项执法行动绩效考核机制。委托

第三方上半年、下半年各开展一次小区环境
治理社会测评。重点检查小区内是否存在违

法搭建、生活垃圾不分类、占绿毁绿、非法小

广告以及物业企业未履行法定职责等现象。
同时，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加强协作，

完善管执联动机制。与市房管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本市住宅物业管理与城管执法联

动工作的通知》，召开住宅小区管执联动专
题会，建立健全管执联动机制：一是推动管

理与执法无缝衔接，构建小区环境闭环管理

机制；二是加强数据互通，建立房管、城管执

法部门关于市民投诉、执法办案等数据共

享、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机制；三是建立定
期会商机制，倾听市民群众呼声，及时回应

市民群众关切。
目前，部分区的城管执法部门、房管物

业部门建立小区环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
劝阻、及时线上报告、及时到场处置、及时反

馈结果”等机制，有效遏制环境管理乱象，整

体提升环境品质。 本报记者 徐驰

    面对跨区域、跨部门、多主体的“城

市牛皮癣”顽疾，上海城管执法部门牵头，
苏浙皖三省城管主管部门积极响应，共

同研究长三角区域城管执法协作事项，
明确进度表，推动上海 16 个区局与苏浙

皖三省各一个?级市城管部门结对共

建。由此，全领域、多层次、常态化的交流

协作在长三角城管执法部门中逐步形

成，示范区先行引领、中心带动周边、跨区
域间深度合作的发展线路也得到进一步

明确。

在共商共建基础上，上海市城管执

法局首先推动形成城管执法跨区域协作

机制。
建立由一市三省省级主管部门主要负

责人、分管负责人为召集人，各?级市城管
执法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专职机构和组织框

架，制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协作清
单》，明确案件协查、执法通报、队伍建设、

对口交流、重大活动保障等 10项首批执法

协作内容，并将“城市牛皮癣”治理纳入首

批协作清单。

同时，与江苏、浙江毗邻区域的上海
城管基层执法部门还将协商确定联合

执法检查共管区，明确案件移送、双向
通报机制，打破原有行政执法壁垒，提升

区域城管执法效能，为提升基层执法效
能创设可复制、可推广的长三角执法实

践之路。

本报记者 王军

千里眼

智慧脑

回应

小小区区““脏脏乱乱差差””变变身身““无无五五违违””

建议

回应

    加强住宅小区装饰装修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力度，提升住宅小区的环境质

量，切实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建议人 刘芩

我是一名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区和居民有着独特的感情。 但我发现小区
内违法搭建、破墙开门、占绿毁绿等现象时有发生。 许多违法行为不仅侵占公共

利益，更存在安全隐患，直接影响小区居住安全。

■ 潍坊六、七村整治后面貌一新

携携手手长长三三角角 治治理理““牛牛皮皮癣癣””

建议

    借助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契机，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对住宅小区、道路、商业区

等出现的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乱悬挂、乱散发等“五乱”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查处

力度，从源头上遏制“城市牛皮癣”的滋生，优化城市环境，美化城市面貌。

建议人 张伟国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工作人员，小广告等“城市牛皮癣”的治理是让我和同事最
头疼的事：撕了又贴、贴了又撕，屡禁不止。 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乱悬挂、乱散发

等“五乱”行为面广量大，小广告上还存在很多诈骗信息，已然成为城市治理中的顽
症痼疾。

■ 执法人员正在清理小广告

▲ 梅陇镇城管中队

队员通过智慧工地
系统查看工地文明

施工情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荩 吴泾镇城运指

挥中心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科技心

    汇民意、聚民智，上海城管执法系统正着力加快

推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背景下“智慧城管”的建
设应用。“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数治上海”的

新范式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记者走进执法基层，一探
究竟。

让工地不再扰民

“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能随时随?监控辖区
内所有工?上的一举一动。”午休时分，闵行区梅陇

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孔令凯向记者展
示他的手机执法终端。打开手机 App，在“资源列表”

菜单中，目前辖区内在建的 10个区级以上工?情况
映入眼帘，点击其中任意一个，屏幕上实时显示高清

摄像头多角度捕捉到的画面：进出大门的车辆、建筑

垃圾的封闭堆放、工作人员施工状况……工?上任
何“风吹草动”，即使不在现场，也尽在执法人员掌控

之中。
梅陇镇，作为闵行区人口最密集的区域，辖区面

积广，南北?区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因而城市建设任
务密集，大大小小工?项目众多。施工噪声扰民、扬

尘污染，市民投诉频繁。孔令凯感慨，中队 20多名一
线执法人员要处置 28平方公里辖区内各类投诉，执

法力量非常有限。在他看来，以往“扫街式”巡查，难
免会漏掉一些问题工?，对未经许可夜间施工、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出入未冲洗等具有时效性特点的违法
行为，发现效率不高，有时等到市民举报，执法人员

再赶到现场核查时，违法行为可能已经停止，采集证
据非常困难。

作为闵行区城管执法局“非现场执法”的 14个
试点之一，“借助‘智慧城管’，形成线上线下、联勤联

动的闭环管理网络，让工?不文明施工行为无处遁
逃。”目前，执法人员利用工?摄像头监控、车载视频

巡查、无人机航拍等手段，建立起工?监控信息系
统，对各工?实现 24小时全天候管控。一旦发现违

法行为，比对数据库，确定违法主体，并第一时间通

过监控视频锁定违法证据，依法启动执法办案流程。

近 6个月来，梅陇镇城管中队文明施工投诉案
件环比减少 35%。这一切都得益于闵行区“智慧城

管”大数据库资源，针对居民反映突出的施工乱象，
利用多元数字化执法手段，问题自主发现率不断提

高，也大大提升了监管、处置效率。

“更进一步的‘智慧’在于‘智能识别’和‘自动
报警’。”孔令凯表示，下一步中队计划在区级工?

试点安装智能感知设备，并逐步延伸到镇级工?，消
除监管盲区。通过 AI?法，对渣土车出入未清洗、

建筑物料乱堆放等场景自动报警推送，严格管控违
法行为。此外，通过车牌识别系统，抓拍识别进出车

辆车牌，实现车辆信息可查询可追溯，为后续执法
提供保障。

让街面更加干净

共享单车无序乱放、跨门营业、暴露垃圾……这
些“老大难”问题给市民带来不少烦恼，也让执法部

门头疼不已。七宝镇吸纳市民建议，巧借高科技助力
城市治理。

七宝镇对城运中心“一网统管”平台功能加大升
级力度，通过增设视频探头、单兵、布控球、鹰眼等

“硬件”，以及加入 AI研判、后台数据分析的“软件”，

实现“观、管、防”的有机统一。目前，以航华区域为试
点，开发了“智慧街区”模块，在航北路、航新路等重

要路段安装 25路可分析的智能场景探头、8路枪机
探头，并布设跨门经营、违章停车、乱扔垃圾等智慧

场景实时监测。同时，在皇都花园、东碧林湾最高处，
分别安装了高空瞭望鹰眼设备，打开该设备可 48倍

放大视频画面，一旦有任何突发状况，可通过大屏幕
指挥现场人员及时处置。

记者来到七宝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此时，指挥
中心的视频监控大屏幕上，航北路 668-696号一排

沿街商铺前，一个红色方框定位在一辆停在路边的
共享单车上，红框不断醒目跳闪着。“一旦发生异常

事件，监测系统能及时抓取，跳动成红色警报状

态，与此同时，我们指挥中心的终端也能收到预
警。”七宝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傅春

军介绍，每个探头均配备对应的网格化巡查人员，
他们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可查看详情，必要时发起

会话和任务派发，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将问题解
决。在他看来，“智慧街区”模块打破了传统执法的

局限性，通过智能研判将“人巡人防”转变为“机巡

技防”，为街面管理赋能。今年 2月运行以来，航华
区域街面的投诉量同比下降 69.6?。

5 月 1 日起，《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将开始施行。傅春军表示，届时“智慧城管”将

利用“一网统管”联勤联动指挥平台“智慧街区”模
块的智能发现功能，自动锁定违停的共享单车，联

系相关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在两小时内清
理，针对逾期未整改或拒不整改的，中队将进一步

约谈企业并作出行政处罚。他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航华区域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的乱象将得到有

效遏制。

让渣土车守规矩

闵行区、徐汇区交界处有一条路，来往居民无
不掩鼻而走。这又是为什么？

承载着本市一半以上渣土砂石运输，龙吴路
从景联路到江川东路段为闵行段，全长 9.5公里，

也是重型车辆的必经之路。每天大量土方车和混
凝土搅拌车通过此处，路面尘土飞扬，交通事故频

发，周边居民无不怨声载道。

现今，这一局面悄然发生改变。依托闵行区龙
吴路生态智能化管理平台，在龙吴路放鹤路口西

北 100米北向南车道设置多角度、多机位高清摄
像头实时抓拍，针对违法常发时段和重点车辆作

针对性布控，执法队员通过视频甄别和图像对比
分析技术，实现对各类违法行为的移动侦查发现
和线上闭环处置。

“有了这套智能监控、分析、管理系统，再

也不怕渣土车超重和跑冒滴漏了。”吴泾镇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队员李伟介绍，该平台主

要就砂石车、搅拌车、渣土车、垃圾运输车四类
车辆的违规路线行驶、车容车貌不洁、跑冒滴

漏、未密闭车厢、未平厢平盖、车辆异常运输频
次等方面作预警监测。

在闵行区龙吴路生态智能化管理平台上，

记者看到，龙吴路（吴泾段）实时车流信息一一
在大屏上呈现。在“报警详情”页面，画面中一

辆红色土方车出现报警提醒，原来通过智能识

别发现车容不洁，其所在位置和车牌号也都一

同显示。
“过去，黑车运渣土、跑冒滴漏等问题，执

法人员追溯难、取证难。现在发现问题更容易，
执法效率也显著提升。”对于这种变化，李伟感

触颇深。
借助“智慧脑”，吴泾镇城管执法中队已查

处案件 54起、教育整改 96起，与以往同期数
据相比，龙吴路（吴泾段）运输车辆未密闭违法

行为下降 50%、运输车辆车容不洁违法行为下
降 30%、运输车辆跑冒滴漏违法行为下降

30%，而以往同路段违法行为查处结案率则提
高 60%。

目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在“一网统管”背
景下，借助群众智慧，全力深化数据治理、智能

应用，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智慧城管”
建设，以数字化方式创造性解决超大城市治理

难题。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借助“浦东城管

App”，对固定监管对象按三色风险分级管控，
推动执法由人力密集型、经验判断型向人机交

互型、数据分析型转变。杨浦区城管执法局依

靠“桥梁高清视频+?磅秤”的信息手段，锁定
经过桥上的超限车辆，实现证据的收集和固

定，缓解了一线执法压力和力量不足。这些经
验做法为推动城市管理模式深刻变革、迈向

“数治化”新时代提供了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