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揭晓，上海入选

数字化转型，体验来驱动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数字时代，

提高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非现场执法”
将成常态。那么，监控设备取证条件下，个

人信息数据如何保护？今天上午，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 36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
保护个人信息和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并行

不悖。

保护当事人陈述、申辩权
什么是“非现场执法”？就是数字时代特

有的执法方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

集、固定违法事实，采用信息化等方式进行违

法行为告知、调查取证、文书送达、罚款收缴。
立法审议中，一个共识是：通过非现场

方式开展执法，要特别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
的保护，保护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

为此，本规定第 12条明确，浦东新区城

管执法部门应当设置指定处理窗口，采取信

息化等方式为当事人陈述、申辩提供便利。
同时，第 15条明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通过短信告知

或者语音电话等方式进行劝阻教育，责令及

时改正；当事人及时改正且违法行为轻微的，
不予处罚。

做好“内控”防止信息泄露
非现场执法，利用监控设备取证，对执

法部门的信息数据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处

理好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加
强执法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和内控，防止信

息泄露———
■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不得违法采

集自然人的行踪轨迹、生物识别等敏感个人

信息；制定信息数据保护规范，建立信息数
据安全管理机制和信息数据查询制度，明确

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查询权限和查询程序,加
强信息数据安全保护。

■ 第 16条明确，对于履行职责中知悉
的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否则，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中央商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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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数字时代，

城市全生命周期管理，要强化“数字化管控”，
从源头防控安全风险，特别是重大危险源监

测预警。今天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6

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
数字化管控，实现源头治理，建立风险

防控体系，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是关键。

为此，条例第 15条明确，市、区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对本行业、领域和重点单位定期开展安全风

险辨识分析、评估控制和监测，加强研究分析，

完善风险防控信息交流和成果运用，强化综合

管控和源头治理。其中，安全风险辨识分析、
评估控制和监测，都将借助“一网通办”“一网

统管”两网融合赋能安全生产，运用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快速响

应处置的能力和水平，实现预警信息及时发布。
同时，条例第 21条特别提出，建立“重

大危险源监测预警系统”，对重大危险源监
控异样情形进行提示、汇总和分析，作为采取

后续监管措施的参考；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

对接入“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系统”的生产经

营单位视频图像和监测数据进行跟踪、分析。

数字化风险防控技术规范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如

何依法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对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风险、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等数据的
交流共享和运用拓展？于是，以下数字化安全

风险防控技术应用进入条例法定规范———
■ 加强感知设备建设规划和运用；

■ 实行在线监管、远程监管、移动监管

和智能预警等非现场监管；

■ 利用电子标签等对危险化学品、液

化气气瓶等进行识别和追溯；
■ 搭建预知研判模型，利用数字工具

辨识安全风险、发现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
并作为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和监管措施的重

要依据。
此外，本市鼓励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

究，支持有利于提高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的新

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和
管理数字化转型，扶持技术含量高、安全效

用强、应用场景广的安全生产科技项目，提
升本质安全水平。

“数字化管控”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
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

上午表决通过———
“非现场执法”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唐 戟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 年 10月 28日 /星期四

要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上班途中通过手机 App 一键下单，然
后到办公室附近的早餐店扫码取餐。无需排
队，就能吃上一份热乎乎的早餐。 在张江高
科技园区工作的王先生， 现在每天上班，都
不会因为买早餐排队而迟到了。

除了早餐的便利，数字化也为王先生带
来了用餐的安全。现在的一些外卖平台推出
“餐饮脸谱”，可让他更直观了解外卖商户的
食品安全状况，选择食品安全管理更好的外
卖商户点餐。 据悉，这也是全国首创的监管
数据赋能网络餐饮平台的应用。

昨天，《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
型“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 在加快推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上海将围绕企业和
市民普遍关心的高频急难问题，全面推进经
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数字化转型。在实施

路径上，坚持“以人为本、场景牵引、急用先
行”原则，加强应用场景建设整体谋划，绘制
中长期场景建设 “路线图”， 开展应用场景
“市民体验评价”。

就在近日，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把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作为长远发展“必修
课”，要强化场景牵引，聚焦群众高频急难问
题解决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建设等，带
动重点领域整体转型。

数字化转型从来就不只是自上至下的
顶层设计，更多是要以全周期、多层次需求
为切入点，以用户体验为视角，满足广大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老百姓日常接触最
多、感触最多、痛点也最多的地方，往往就是
城市数字化转型可施展的空间。像上海公交
到站预报准确率已从去年的 95.48%提高
到 97%以上，新华医院、瑞金医院等 10家医
院的“停车预约”功能已上线。

数字化转型中，一个小切口的转变，可以

带来经济、生活和治理的大变化。 在淮海中路
的湖南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除了综
合服务业务的 A厅外， 公安业务等专业服务
业务入驻 B厅， 以往要去派出所才能完成的
户籍查询、身份证办理等，现在都可以一站式
完成。 过去， 户籍查询需要人工翻看纸质档
案， 现在只需要后台对原始户籍档案的电子
调档查询，几秒钟就有了答案。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副主
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张英在市政协的常
委专题学习会上，就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可持续发展，给出其观点时也提到，“坚持整
体转型，聚焦关键突破；坚持全民参与，达成多
元互惠；坚持点面结合，强化协同发力。 ”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变革，是
一种制度变革，更是一场人的认知与思维革
命，核心就在于以用户为导向、需求为导向，

而不是过去服务机构的习惯便利为导向。不
久前， 嘉善人王先生到青浦中医医院看病，

他通过手机支付宝上的电子一卡通，在一楼
大厅成功挂了号。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长三
角（上海）互联网医院，预约了上海市中医医
院的专家给他远程看病。 通过“一部手机走
医院”，“脱卡扫码”进行支付体验，让患者真
正实现“支付零排队”，这样的数字化转型正
在上海的一些医院逐渐成为现实，并逐渐惠
及长三角的患者。

在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特征、 上海特
色、 转型特点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新路和新
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数据、智能、

信息等技术所建构的数据之流中， 让数字
变得更有温度，帮助城市更好地看见“人”，

以群众关注最多、感触最多的痛点、难点、焦
点出发，以医疗、交通、教育、文化等为落脚
点，兼顾不同人群特点，聚焦用户的体验，提
升数字化服务的易学性和易用性，让人们因
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更有便利度、体验感、幸
福感。

方 翔

新民眼

    本报讯（首席记者 陆梓华）上海成全球

最热爱学习的城市之一！昨天于韩国延寿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国际学习型城市
大会上，上海首次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

习型城市奖，也成为今年中国唯一获奖城市。
今年全球获奖城市共有 10个，分别为：

上海（中国）、温德姆（澳大利亚）、达米埃塔
（埃及）、克莱蒙费朗（法国）、都柏林（爱尔

兰）、乌山（韩国）、韦霍钦戈（墨西哥）、阿尔瓦

克拉（卡塔尔）、朱拜勒（沙特阿拉伯）、贝尔法
斯特（英国）等。2019年 7月，上海加入“全球

学习型城市网络”（GNLC）。目前，上海和德国
汉堡、芬兰埃斯波一起，作为“可持续发展教
育”专题组的协调城市，协助全球 100余个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与研究。
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近年来，上海持

续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

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目前上海已建成由 4

所市级老年大学及 44所系统校、18所区级老

年大学、221所街镇级老年学校、5589个居村
委学习点组成的老年教育体系。通过开放大

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自学考试、高校继续
教育学院，为全市各类群体提供各种教育培训。

上海创建了 12个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整

合教育、文化旅游、科技等多部门资源优势，设立
了 145个体验站、每年参与市民达 250万人次。

上海创办全国首个面向“50+”群体的老年终身学

习专属频道“金色学堂”，收视率日超 100万户。

今年 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
研究所发布了学习型城市应对疫情的全球典

型案例，上海服务老年人学习成为全球 13个
典型案例之一。

上海成全球最爱学习城市之一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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