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的“人人”，有哪些舒心便捷的生活体验？不妨从小看到老。
迎接新生儿的“第一站”很暖心。长三角的新生儿上户口，如今可以跨省通

办，省去来回奔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已在“一网通办”上线，办理 10 个事项
只要动动手指，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也不用跑。老年人出门，不会用智能手机

也无妨，在纸上打印的“随申码”离线版，同样也能验证绿码顺利出行。
平凡日常中，逛街的人们可能想不到，近百年历史的高龄南京大楼竟然有

了“数字孪生”，能够实时监测建筑隐患。偶遇突发事件时，大家也能淡定配合，
且看迪士尼一夜完成数万人有序核酸检测，还有烟火治愈人心。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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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暖心的烟火，本月初在网上刷了屏。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防控，短短数小时内，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几万
游客完成核酸采样，同时，万圣节巡游和烟花秀照常举行。

园区发布通知，来自 4个区的 600名医护人员半小
时内完成集结，警察分流疏导，媒体及时发布信息，交通

部门组织大巴接驳……烟火的背后，是上海部门和部门
之间的高效协同与通力协作，各有职能分工又有充分授

权，在临时应急中展现了上海“一网统管”的从容高效。

细数幕后细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重
点提到了“以人为本”。“我们知道，游客会很着急想要回

家，所以安排了 200个检测工位；知道游客出了门不知该
往哪儿走，所以门口有引导人员；知道这时候他们回家没

有车，所以安排了大巴……”细致入微、恰如其分地提供
了人们当下所需要的服务，人民城市的温度直达人心。

市民有需求，管理就有弹性。这在庆祝建党百年黄浦
江光影秀的服务保障中，也可见一斑。面对 11.7万人的

峰值客流，多个部门线上通力配合、线下高效协同处置，
现场管理甚至精细到一条横道线、一段楼梯的开放：客流

量大时，人们需要按照原本设计好的路线排队通行；客流
量小的时候，则让游客近距离直达平台。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展露新时代市民的文明
素养，自觉主动地呵护这座城市———迪士尼绽放烟火的

同时，全市其他核酸检测点前也排起长龙，前两天入园的
人们连夜出门，积极响应配合防疫工作；黄浦江光影秀结

束后，人潮散去，地上很干净，基本看不到垃圾。
这一幕幕，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软实力，更是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生动实践：人民城市以人民的需求
为中心，而人人都是城市治理的参与者。

善治之城，要让市民对管理“无感”，却对城市的美好
生活、舒适度、安心度“有感”；使在这儿的人引以为豪，来

过的人为之倾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技术赋能之外，

“两张网”彰显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

    疫情防控零感染、零发生、零事故，第四届进博会日前圆

满落幕。无论是筹办国际展会、守护日常生活，还是迎战台风
寒潮、抗击散发疫情，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都发挥效能，筑起

一道“数字结界”。
一幕幕“科幻大片”，正在你我身边上演。在南京路步行街

上，1935年竣工的“八旬”南京大楼，如今有了一栋 1:1的数字
“孪生兄弟”，各类感知设备实时采集着大楼的震动倾斜、温湿

度、噪声等数据，反馈到黄浦区城运中心；现实世界中的所有

人物、事件、道路设施等，都在这座数字大楼有了动态虚拟。各
类城市智能体建设与应用场景，正在守护社区末梢安全。在田

子坊，数百个烟感设备瞄准木质结构的消防隐患；在黄浦区春
江小区，用上了智能化手段应对高空抛物，解决“悬空的痛”。

常住人口 2487万、市场主体 270多万、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 700多公里、电梯 24万余台、建筑总量 13亿多平方米……

面对超大的城市管理基数，上海正以“一网统管”为抓手，探索
更加智能、更加精细的城市治理新理念和新路径。2020年 9

月，上海市城运大厅启用；今年 5月，上海落实全生命周期管
理，上线国内首个“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对城市生命体进

行“全时智慧体检”，助力实时监测、快速诊断、对症施治。
“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之外，“一网统管”更努力实现

“治未病”“防未然”。
每年“双 11”过后，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工作人员总要时

刻打起精神，追在快递小哥身后，处理小区内堆积占道的矛
盾。但今年，工作人员变得很淡定———通过“普陀区三大治理

物流视角一张屏”创新场景，往往快递小哥还没到，街道工作
人员的手机上，就能提前收到城运中心推送的“可能存在快件

占道堆物风险”的预警信息。
“一网统管”还进一步赋能“智慧养老”，成为高龄独居老

人的“安全守护神”。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就为辖区内的独居老
人安装了智能水表仪，12小时内智能水表的读数一旦低于

0.01立方米，“一网统管”平台会及时将信息反馈给街道和居
委，收到信息警报，居委干部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老人。

    “原本数据交换是用光盘来流转的，一个月一次。以前

的‘绿皮火车’，现在提速为‘和谐号’！”这是市残联教育就
业处副处长陈栋渊对“残疾人保障金征缴一件事”最深的

感受。
昨天，好消息传来———上海今年新推出 12个项目加入

“一网通办”的“高效办成一件事”，目前已全部上线运行。
“残疾人保障金征缴一件事”就位列其中。通过归集 7个委

办局共 3.45亿条残疾人相关数据，实现了 1.5万跨地区残

疾人就业信息跨地域互信互认。目前，在线申报残疾人用工
的单位已达 17280家、申报 67419名残疾职工信息；征缴残

保金已入库 64.37亿元。

“高效办成一件事”，就是将百姓常办的跨部门事项一
并“打包”。去年，上海推出小孩出生、医疗付费、企业职工退

休等“15件事”，办件量迄今近 200万件。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三年来，上海“一网通

办”已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大家越来越习惯在“指

尖”办事、出示电子证照，不再重复打印提交政府已有的材
料。企业办理各类证件，往往“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搞定。

作为上海首创的政务服务品牌，“一网通办”经验入选
《2020年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经典案例。在国家

行政学院发布的《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
报告（2021）》中，上海排名全国第一。“一网通办”作为城市

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军，“随申码”、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已
经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工具。

办事更方便的同时，“一网通办”不断优化，让服务更有
温度。

手机界面看不清？随申办 App上线“长者专版”，界面
遵循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的页面设计及布局方式，更

加贴合老年人的操作使用需求特性。
不会用智能手机？“随申码”离线版上线，服务老年群体

与残障人士，打印在白纸上的“离线码”可以由工作人员验
证通行，帮助弱势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不让一个人落下。

“两张网”密密串起“小确幸”

大城善治

上海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系列报道

一张出生证的通办，
一个“离线码”的畅行，一栋
老宅的新生，一场璀璨的烟
火……这些看似彼此并不
关联的温暖“小确幸”，由上
海“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这“两张网”密密串起。

2019 年 11 月 2 日，总
书记在上海首提“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两年多来，上海努力拼搏、
争创最佳实践地，其中，“两
张网”建设，让城市更加智
慧也更有温度，打造人民城
市善治的“上海样本”。

本报记者 杨洁

一网通办
麻烦一并“打包”

一网统管
实时“智慧体检”

以人为本
温暖直达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两周年

■ 10月 31日晚，在接到相关疫情通报后的第一时间，上海多部门统一部署迅速行动，在迪士尼乐园出口处为游客开展核酸检测 浦恭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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