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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쓪，全쫐탂퓶1充룶릫릲돤
桩，面튪슽탸룺쫐쏱볻쏦。是景
是，上啥面型솦推效싌즫低碳랢
展，市쮮욽붨짨짺첬틋뻓돇쫐，推
效복컛붵碳킭춬퓶킧，社뷸뺭볃짧
吧랢展全쏦싌즫能탍。
年쓪，“动网춨냬”级듺짽벶，

动엺料엜效、料닄쇏、享짪벴쿭、智
项쯙냬쫂쿮，了튪룺쫐쏱볻쏦쇋。
是景是，上啥型솦推뷸돇쫐数字化
能탍，的뿬붨짨뻟有쫀뷧펰쿬솦뗄
都볊数字횮뚼，变돖헻쳥탔能뇤、
全랽캻뢳项、塑쏼탔훘쯜，应쿈应
用탂벼쫵、能뮻탂效项、经쯷탂뺭
验，点솦쟀햼캴살랢展훆市뗣。
型붹数字能탍、低碳랢展，上

啥틑뺭늢뮹面ퟶ뗣즶？自自살ퟔ
吧场쓚췢뗄ퟮ탂쿻쾢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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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新能源电动汽车，出行成本仅

相当于传统燃油车加油成本的27%，但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充电不方便！

“碳达峰、碳中和”少不了新能源车，

“充电难”又如何破解？去年岁末，上海

中心城区首个大型公共充电站——黄浦

区龙华东路公共（出租车）充电示范站建

成投运。迄今，日均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从开业初期每日服务100个车次，日均

充电量2000kWh（千瓦时），发展至今每

日 服 务 550个 车 次 ，日 均 充 电 量

5500kWh（千瓦时），按目前情况减少碳

排放量将超过预期，减少年碳排放超

372.3吨。

龙华东路公共（出租车）充电示范

站，就在鲁班路龙华东路北侧，占地面积

5333平方米，车辆停放区域面积2400平

方米，有20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每台

充电桩有2个充电插头，可同时满足40

辆电动汽车充电，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出

租车及周边老旧小区电动车充电困难。

这个充电站，从规划到施工，靠的是各方

合力推进。市交通委制定专项规划，国

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承担场地内全部充

电设施建设。在充电站可以看见，除了

直流充电桩、车辆识别进口闸机外，还涉

及诸多供电配套服务设施；市区供电公

司围绕充电站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在线指标、

用户评价及服务水平五个“建设维度”精心配置站

点服务设施。一个目标是，让新能源车“低碳出

行”有保障，让出租车司机不再为开到半路“没电

了”发愁。

充电站里，特别配置了“能量驿站”——休息

室、洗手间、自热直饮水、微波炉、自动饮料售卖

机、餐桌，一应俱全，为车辆充电，也为驾驶员体能

“充电”，便捷、贴心、有温度。

有温度的“能量驿站”，只是精细化管理的一

个细节。黄浦区地处中心城区核心区域，交通繁

忙、人口稠密、对文明施工要求高，建设大型地面

充电站，如何便民不扰民，管理精细化？黄浦区交

通委牵头街道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参与

居民协调；供电、公安、大桥公司联手启动工程建

设；从市政施工到市区供电公司完成充电设施建

设，切实保证了为民服务工程“不扰民”。

在充电站，峰时段充电单价1.512元/千瓦时，

平时段1.162元/千瓦时，谷时段仅为0.87元/千瓦

时。这样的错峰定价，有效引导司机优化选择合

理充电时段，促进新能源消纳，保障区域供电平稳

有序。错峰定价，也只是“有品质”运维的一个环

节。值得一提的是，充电站通过车联网平台智慧

监控，远程启停、功率调节和分时段价格机制，实

现削峰填谷。

这个公共充电示范站，仅仅是上海聚力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全市已新增2

万个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6个共享充电桩示范

小区；今年，一个“小目标”正是——全市新增1万

个公共充电桩。未来，申城将持续推进公共充电

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着力打造“便捷、高效、绿色”

综合交通体系，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首席记者 姚丽萍

目前，本市“一网通办”全面拓展，接入服

务事项3458项，高频事项基本实现一件事一次

办。同时，“一网统管”架构不断完善，城市运行数

字体征系统建成投用，市城运平台汇集应用1150

个。一句话，“两张网”正布局全域应用场景。

《2022年上海市全面深化“一网通办”改革

工作要点》日前发布，明确今年是“一网通办”的

用户体验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今年上海

将继续推进“一网通办”迭代升级，布局全域应用

场景，再推出一批零跑动、零材料、免申即享、智

能速办事项。

“一网通办”，是上海服务的金字招牌，是政

府职能转变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牛鼻

子”。民盟上海市委《推进“一网通办”往深里

走，主推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集体提案获

得2021年政协优秀提案。关注“一网通办”改

革已有两年多，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杨德妹

说，通过组建专家团，民盟市委走访多家相关

单位，对服务改革中的瓶颈问题，如服务流程

再造、数据共享、部门联动等深入调研，并形成

了一系列建议。这些意见建议被广泛听取落

实。上海在去年力推居住证办理、企业高频证

照变更联办等12个“一件事”，让市民、企业过

去办一件事要进多个门的情形得以改变，实现

了一口办、一次办、随时办、高效办。今年，吴

瑛等14位委员联名建议尝试将政府人事档案

纳入“一网通办”体系的建议。当下，公共就业

部门围绕档案所提供的服务往往受到束缚与限

制，始终无法完全跳脱部门的主要职能范围。

为此，建议逐步建立公共就业部门档案服务

“不见面”制度，以及网上档案预约服务制度。

同时，加快开展人事档案电子证明制度建设，设

置线上审核服务制度，通过服务对象档案利用承

诺备案方式，逐步实现“档案服务下沉社区”。此

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也要与城市“一网统管”融

合。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上海作为拥有2400万

常住人口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突发重大疫情，如

何走出一条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成为摆在

职能部门面前的一道“必考题”。

冷培恩等10位委员建议，加强区级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与城市“一网统管”融合。通过建立

数据汇聚枢纽站 ，形成数据信息资源库，打造公

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 ，同时融合联防联控指挥

体系，优化应急指挥处置多部门协作，提高公共

卫生应急信息化水平。结合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将大大提高区域疫情

防控精准化和科学化的水平，疫情的精准防控、

智慧防控和动态防控，都将因此提质增能。

委员们还建议，数字化治理的思路，还应当

多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一网统管”，形成多元

协同共治的格局，着力推进公众参与的机制建

设，探索将居民群众、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纳入城

市治理组织架构，积极构筑城市治理的共同体。

本报记者 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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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国家数字碳

中和白皮书，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双碳

目标，主要的实现途径和重点领域。经测算，至

2030年，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可总体碳减排约

12%～22%，赋能不同行业可碳减排约10%～40%。

那么，如何为“碳中和”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市人大代表袁欣认为，无论是数字化应用，还是

双碳目标，上海都应率先探索。虽然，目前上海

的“双碳”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但面向“十四

五”，“数字碳中和”还存在许多挑战。

例如，上海在数字化转型和“双碳”都有规

划，但这两者之间缺乏一个顶层设计，距离相互

融合还有差距。在上海电力消费中，本地生产的

电力还是以火电为主，可再生能源比例不高，究

其原因，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需要数

字化、智能化调配资源、削峰填谷。

此外，建设城市“数字化底座”，也需要大量耗

能，这与“双碳”目标本身就构成矛盾。不论

是云网融合，还是数据中心、5G基站等等，如何使

它们节能减耗，平衡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也是

上海高质量“低碳绿色”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送餐等新兴行

业的发展，上海的能源消费新增领域，70%是交

通运输和仓储，23%在生活消费领域，市民的低

碳意识仍有待加强，政府也应当重视这些行业的

低碳转型，使其各个流程环节实现低碳绿色化。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袁欣提出建议，首先，

浦东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践

行国家战略，应积极先行先试，大力推进城市

数字化和低碳化双转型，不妨率先制定顶层设

计，同时制定相关目标，成为国家数字“碳中和”

的示范点。

其次，建议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资源，加速

推进电力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比如，风能、太阳

能，并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储存，同时推进电力自

动化系统的应用，特别是上海在海上风电领

域有着独特优势，建议挖掘相关潜力，出

台远景规划。

此外，袁欣还建议上海出台地方配

套措施，引导数据中心投资本地可再生能源

项目，并用产生的绿色能源来支持数据中心

运行。在重点企业减碳领域，建议在现代化

生产园区里通过数字技术统计监测碳排放，

形成规范标准。在交通和生活领域，则可以

采用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包括车联网、智能储

存，并对企业的低碳行为进行引导和奖励，加

强全民低碳意识，建立全民低碳激励机制。

一言以蔽之，发挥数字化优势，将居民碎

片化低碳行为进行精准采集和量化，对居民

购买新能源车、绿色低碳产品以及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等低碳行为给予积分奖励，实现“减

排多少，受益多少”的精准激励机制。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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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站内，电动出租车正在充电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