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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打造城运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大数据中心“三位一体”模式

智能办 快处置零材料 零感知
    走进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大厅，前台18个“零差别”受理窗口
呈圆弧形排开。这里的受理人员每

人都掌握了470多项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他们像“全科医生”般服务于

前来“问诊”的法人和个人。3年前，
这里的服务窗口曾一度多达83个，

人社、工商、卫计……涉及办事业务

的每一个单位都要派驻工作人员。
忙碌的窗口异常忙碌，冷门的窗口

一天业务量不过个位数。

打通数据 办事更智能
2018年上海启动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改革，作为国家“互联网+

政务服务”示范区，徐汇区在上海首
创城运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大数据

中心“三位一体”模式。行政服务中
心在前端推进政府改革精简化、城

运中心在中端推进城市管理精细

化、大数据中心在后端推进数据支
撑精准化，实现政务服务、城市运

行、数据治理、热线办理和应急处置
一体化运行。

行政服务中心的改革从办事大
厅内的业务流程再造着手，对各部

门的业务进行梳理和拆分，形成标
准统一的业务受理清单。前台窗口

统一收件受理，部门审批人员在中
台、后台提供专业支持和集中审批

的模式，做到收件审批分离。同时在
物理上改造空间布局，提高市民办

事体验度。
在这个服务大厅，82个事项实

现零材料提交。以企业“经营范围变

更”事项为例，从过去需要填报的80

个要素变为10个要素。“以前办事，

材料多又繁杂，还容易填错，仅提交
材料一个环节就要跑好几次。现在

有了智能办业务后，可以‘零材料’
填报。”一位正在前台办理业务的企

业人员告诉记者。

“零材料”填报的背后，是徐汇
区依托“一网通办”改革的赋能使各

部门打通数据打通业务，没有前期
模式创新、流程再造，‘智能办’就无

法体现。”徐汇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副主任关屹说道。“过去老百姓来办

一件事要跑好几个窗口，如今是我
们围着百姓转，百姓只需要坐在那

里，就能实现一个窗口办所有事。”

实时感知 运行更韧性
走上2楼，徐汇区城运中心的

大屏上，实时闪烁着各个大数据运

用场景的动态，犹如城市流动的血
液、跳动的脉搏。如果将城市比作

生命体，城市治理必须善于把握生
命体征，才能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

智慧，运行才能更顺畅、更安全。徐

汇区近年来在治理数字化实践中通
过一网统管平台打造了74个城市生

命体征项，他们犹如城市的“体检指
标”，实时感知、预警运行状态，为

应对城市风险、增强城市韧性提供
助力。

11月25日，上海再次出现新冠肺
炎本土确诊病例，人们稍稍放松的神

经又紧绷了起来。徐汇区当即对辖

区内31个点位进行了2+12封控，中

山医院于当晚封闭，管理对象15375

人，所有的密接和次密对象都在“一

网统管”的疫情防控场景中成为一
个独立的模块纳入管理。从主动发

现，到社区排摸、医学观察，通过多
源数据汇聚和AI智能分析，管理者

在这个数据编织的平台上寻找现有

管理流程中尚未发现的关注对象。
此前平台还通过入境人员、药

房购药、呼综系统三个数据库自动
比对，智能发现有一入境30天内人

员在区内零售药房购买退热药品但
未就诊，触发预警。系统追踪到该人

员的入境、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等信
息并展示其人员画像。防控专班接

工单后立即通过徐家汇街道安排社
区排摸核实，要求其立即就诊。此后

更实时追踪到该人员在徐汇区中心
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信息，显示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诊断为结节，事件
到此闭环处置完成。

窥斑见豹，整个场景从个体的
精准防控逐步推演到整体的区域防

控管理，41项指标拟合出“徐汇区疫
情预警指数模型”，用1-5的评分直

观体现区域和街道防控压力水平，
分值越大压力越大，通过模型的深

度学习不断动态调整指标因子的权
重以赋能防控实战。

双向赋能 帮扶更精准
在城市治理实践中，很多应用

场景兼具“两张网”的特征，既需要

“一网通办”的政务数据支撑，又需要
“一网统管”与城市运行数据对接，做

出决策。对各项体征指标体系进行评
判，及时发现病灶、对症施治。

“精准救助”场景就是通过发挥
大数据辅助决策作用，快速定位尚

未被发现的困难群体，及时把帮扶

政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为此
徐汇打通了民政、人社、残联等14个

部门的2300余万条数据，形成了大
民生“数据池”，从个人、家庭和社区

三个维度建档立卡，根据低保、特
困、失业等47项体征标签为“家庭画

像”，从而将字面政策转化为智慧算
法，精准发现“沉默的少数”。

家住漕河泾街道的小祝今年15

岁，母亲患肺癌去世，父亲是精神一

级残疾，平时由爷爷照顾。一年来，
小祝始终情绪低落，成绩也一落千

丈，甚至有自杀倾向。2020年6月，民
生大数据及时发现了他，经过社区

居委核实，小祝立即被纳入困境儿
童保障范围，每月可得到1900元的

补助。与此同时，教育局通过学校落
实关爱行动，今年6月，他如期参加

了中考，并考取了心仪的学校。

精细管理 治理更到位
在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型城市的

中心城区，徐汇区治理任务艰巨，城

区运行安全一刻不能松懈，城市更
新和精细化管理更需久久为功。徐

汇区拥有上海规模最大的历史风貌

保护区，也是时尚弄潮儿首选之地。

当你在新晋“网红”武康大楼前打卡
时，可知道“一网统管”的客流预警

系统正在悄悄工作，电子围栏瞬时
人流一旦超出预警值，系统便会自

动将客流预警工单发送到有关单
位。接单后，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抵达

现场，对广场上的滞留人群进行疏

导。全过程不超过10分钟，这样的处

置过程，游客感知度几乎为零。
当你在iapm环贸广场享受舒适

购物体验之时，可能不会想到，这里

一旦有火情发生，布局在四周的智
能烟感将会自动发出信号至消防控

制室和区城运中心，智能消防平台
将自动生成工单，同时派发至消防、

公安、属地街道三方迅速展开消防
救援。

备受文艺青年喜爱的新地标徐
汇滨江，明年也将实现“智慧水岸”

管理平台与城运中心系统对接，智
游美术馆、智行滨江、智慧防汛管理

等八个应用场景将逐一亮相，为滨
江数字化转型示范带的建设开启新

篇章。
治理数字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

身边发挥作用，它看不见摸不着，却
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

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是城市治理的“牛鼻

子”，用好这两张网能够最大程度整
合资源，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

度、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解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