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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人脸识别数字关卡、自动生成健康档案、小区门口一键打车、社区食堂刷脸就餐……上海
推动建设了若干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无论是智慧早餐、智能酒店、智慧养老，还是一键叫车、
便捷就医、智慧健身，上海的数字生活图景越来越丰富。
目前，上海正在举办城市数字化转型体验周，总结回顾上海在数字化转型上的成效与经

验，进一步激活数字潜能，推动“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的深度融合。那么市民的“数字获
得感”究竟如何？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医院、酒店、餐厅、停车场、地铁站等地，从生活的各个细节体会“数

字上海”的温度，也感受到市民对数字化生活的满满期许。

测뗘쟗닢：活ퟖ뮯짺믮吗쓣쿫튪뗄쒣퇹싰？

让消费者享受到充满“人情味”的智能服务，是城市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不能缺少的内容。

通过记者的体验式报道，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智能化、无

人化设备正越来越多融入到市民生活中。但有时候，“无人”

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机器识别不准、覆盖面还不够广，各种

“码”重复应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的城市管理提出更高要

求。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借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助力

疫情防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看病要在网上预约、进

出公共场所要出示健康码……这对智能手机不熟悉的大部分

老年人来说是一大挑战。“无人化”的数字时代，我们更要关注

老年人的具体需求，要让老年人也感受到数字城市的便捷与

温暖。

在生活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的方案是层层递进、逐渐深

入的，从聚焦于社区基础设施改造等硬件的数字化转型，到更

侧重于人的导向和家的关爱，打造的是人人与共、人人参与的

数字化场景。真正好的“数字化”，是手段而非目的，是充满

“人情味”的服务，而非冷冰冰的技术控。只有善用数字化，在

细微处提效率，在精准服务上下功夫，才能真正赢得市民的支

持。而只有让更多人愿意用、喜欢用各种数字化应用，我们的

数字化场景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既能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又

能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上海虹桥社区有一家“AI食堂”——店里

的两个大厨都是“机器人”，一个做面档，一个

做炒菜。当食客选好心仪菜品结算时，只要把

餐盘放到结算台上，就能自动识别出菜品、价

格，并算出需要支付的总价。

8月25日上午临近11时，餐厅门口已经有

两位老人在排队。住在附近的张阿婆告诉记

者，她是这里的常客，子女不在家吃饭时，就会

来这里打上二三个菜带回家。“这里的菜干净

卫生，菜品种类不少，味道也可以，关键价格很

实惠。”张阿婆说，点餐买单也不算太复杂，旁

边还有工作人员帮忙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

11时，午市开始，让工作人员查验好场所码

后，记者拿上蓝色大餐盘到菜品区挑选：小荤6

元、蔬菜4.5元、大荤9元、特色菜12元、米饭2.5

元。工作人员会把选好的菜盛在小盘子里，放

在大餐盘上，记者把大餐盘放到结算台上，屏幕

上直接显示“炸猪排9元、酸辣海带丝4.5元、米

饭2.5元，共3盘，总计16元”。支付方式也很多

样，可以手机支付，也可以现金支付。

虹桥社区“AI食堂”区域经理张韵啸告诉记

者，“AI食堂”可以解决餐饮业用人成本高的问

题，还能分析来店用餐顾客的数据，比如哪些菜

被经常点，哪些菜又销路不好，方便及时调整菜

品。机器人做菜最大的优点在于干净和精准，因

为是程序设定好的，火候基本能掌握得很好。现

在店里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会做一千多道菜。

“AI食堂”体验下来很方便，口感也和厨师

烧得并无不同。不过，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因

为工作人员中有机器人，也会偶尔出现“卡壳”

现象。比如，一位顾客在点面条时，原本2分

钟就能出一碗面条的机器人却迟迟没有把面条放入碗中。张

韵啸在一一排查原因后，终于发现是盛面条的篮子歪了一些，

导致机器人识别不到、报错。把篮子摆正后，一碗面条很快就

煮好了。张韵啸感叹道：“机器人最大的优点是精准，但有时候

最大的缺点也是要求精准。” 本报记者 裘颖琼

临近开学，整理书柜，发现旧

书太多，怎么办？只要在手机上

搜索“多抓鱼”小程序，就能卖

书。扫描每本书背后的“ISBN条

形码”，手机上立即会跳出这本书

是否能被回收、回收价格多少，回

收价格满40元就能下单叫快

递。记者选了6本书下了一单，

次日一早，快递员就按约定的时

间免费上门取书，商家审核后就

会有书款到账。

在网上搜索，同类App还包

括飞蚂蚁、拾尚回收等。它们都对

旧书的类型、品质、是否具有ISBN

条形码等有相应要求，也都提供

免费上门取物服务，回收完成后

能获取现金、实物、环保积分等。

不是所有旧书，都能交给这

些App，杂志、课本、教辅、报纸等

就无法通过这些平台回收。不

过，遍布大街小巷的回收机，也能

解决问题。记者又整理了一包旧

教材和报纸，通过手机搜索“爱回

收”小程序，发现周边300米直径

范围内，有8台机器显示“可投”，

最近的不到百米。拎着旧书来到

机器前，扫描二维码或输入手机

号，机器门就会打开，将废品扔进

去后，屏幕上跳出了重量和金额

——按 0.8元/千克的回收价，

6千克废旧纸张换了4.8元，满20

元就能提现。除了纸类，金属、塑

料、织物等都能通过这台机器换

钱。目前，上海已有约2500台

“爱分类 ·爱回收”机器，分布在杨浦、宝山等区。

那么，家里淘汰的旧家具、旧家电，“环保达

人”会选择什么方式呢？在“青山回收”“飞蚂蚁”

等App上，都有家具回收的入口，还细分为桌椅、

床垫、沙发、健身器材等小类。用户选择完“材料、

是否可拆解、长宽高、楼层”等情况，就会自动跳出

自己需付的费用，预约时间后就会有人上门回

收。而对于旧家电，则可以根据品牌、出厂年限、

容积、外观等情况，再拍照上传，就能给出回收估

价，最后预约上门。

“家里的废旧物品基本都能通过各种App或

回收机找到去处，坐在家里点点手机就能处理，

适合我这种‘社恐懒人’。”对此，经常使用这些小

程序的王小姐表示，自己的生活已离不开“智慧

回收”。不过她也认为，数字化的回收交投中，也

有能继续提升的方面。“比如，用‘多抓鱼’扫描

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旧书都显示‘库存过多’或

‘暂时不收’，只能当废纸投入回收机，有点可

惜。又如，回收机为什么要满20元才能提现，为

什么每周还有总重量的限制？如果取消这些门

槛，就更方便了。” 本报记者 金旻矣

8月25日19时，记者来到地铁4号线中潭路站，打开

“Metro大都会”App上的二维码向工作人员出示后，顺利进

站。5月30日起，上海地铁逐步覆盖“一码通行”功能，只需

使用最新版“Metro大都会”App，就可以一屏展示“核酸检

测”+“健康码”状态，验码通过后即可直接扫码进站，既不

用切换App，也不用扫站内的场所码，极大地节约了进站时

间。

然而，不知道“一码通行”功能的乘客不在少数，尤以老

年乘客与外省市乘客居多。来自安徽芜湖的旅客小方告诉

记者，许多城市都可以使用支付宝扫码进地铁站，但上海需

要下载“专属”的Metro大都会App，“第一天到上海的时候

有点蒙，在其他乘客的指点下才下载了App进站”。乘客李

奶奶还在用“老方法”——先扫站点场所码，再刷交通卡进

站。李奶奶说女儿教了她很久才勉强学会了如何扫描场所

码，这个“一码通行”功能未曾听说过。

从昌平路地铁站出站后，记者来到76路常德路余姚路

站乘坐公交车。上海公交App上显示，下一班车需要等待

32分钟。然而等了6分钟后，76路公交就进站了。App上

显示同一站点的138路公交下一班车需要10分钟，等待9

分钟后，138路进站了。显然，上海公交App上的时间信息

有时并不准确。

20时17分的138路公交上，上车的乘客有的刷交通

卡，有的打开支付二维码扫码，支付完成后继续扫描公交场

所码，每个人花了大约两分钟才完成所有操作。在记者乘

坐138路的半个小时内，未见扫码困难的乘客。

地铁和公交作为城市公共出行的两大主体，与老百姓

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乘坐这两种交通工具需要打开

Metro大都会、随申办和上海公交乘车码等多个App，体验

上有诸多不便之处。有乘客呼吁，有关部门能否实现综合

交通出行服务的“一码畅行”，让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惠

及每一位市民。 本报记者 任天宝

秒速办理入住、智能客房服务……在浦东新区崂

山路上，一家装修一新的汉庭酒店安装了数智化服务

系统，为入住者打造更贴心的入住体验。这也成为上

海酒店数智升级的代表之一。

在酒店大堂的前台被升级为两个隔断式自助办理

柜台，供入住者自行办理入住手续。“请放置入住人身份

证……”在自助办理柜台前，一位住店客人将身份证放置

在“华掌柜”指定区域、并进行人脸识别认证……5秒钟

后，房卡便从出卡口“吐”了出来。

刷卡推开房门瞬间，室内吊灯、电视机应声启动。

“Hello华住，帮我开灯”“Hello华住，把窗帘打开”“Hello

华住，空调25℃”……在客房内，客人通过语音和客房

智能系统进行交流，便能享受便捷的数智服务。客人

还能通过手机App选择洗衣、送物等服务，一键下单，

15分钟内响应。记者看到，酒店有两台供客人免费使

用的洗衣机，在房间便可查询洗衣机的工作状态，并用

手机远程查询洗衣、烘干等服务状态。

防疫进入常态化，部分高星级城市酒店因运营成本

高，入住率不高，数智化升级速度明显放缓。而部分经济

型酒店“船小好调头”，引入全新数智系统，打造了“小而

美”的住宿新空间。这一系列吸引“回头客”、提升入住率

的做法值得更多单体酒店借鉴。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从商超便利店消费到乘坐地铁付款再到发放人才

补贴，自从试点以来，数字人民币在上海的应用场景在

逐步扩容。

“最近听说数字人民币乘坐地铁有优惠，就下载了

一个数字人民币的App，用起来还挺方便。”在南京西路

地铁站内，乘客霍先生告诉记者。7月15日，交通银行

携手申通地铁集团宣布，即日起上海市民在上海地区使

用最新版Metro大都会App乘坐地铁或磁悬浮，可以使

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了。记者在“Metro大都会”App上的

支付方式中，选择了数字人民币，刷码出站后惊喜发现

只花了1角钱，原来这就是数字人民币的随机优惠。

在兴业太古汇商场的屈臣氏里，记者一眼就看到了

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宣传牌。“我们这里也是最近上线的

数字人民币支付，使用很便捷，跟微信和支付宝支付一

样，下个App往里充点钱就好。”收银员耐心的向前来付

款的消费者解释。记者还了解到，今年6月初起，屈臣氏

在上海的全部159家门店已经全部上线了数字人民币支

付功能。

不过，稍有遗憾的是虽然上线已有时日，但据工作

人员介绍，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的消费者还是寥寥。“很

多人都是出于好奇问一问，如果需要扩大使用，建议还

是要配些优惠活动。” 本报记者 杨硕

体验场景：线上线下回收

体验场景：崂山路汉庭酒店

体验场景：地铁4号线、公交13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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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场景：南京西路地铁站、兴业太古汇商场

体验场景：虹桥社区“AI食堂”

体验场景：瑞金医院

“无人”时代更需有人情味

▲ 瑞金医院的智能预问诊，在候诊时，病

人可以通过手机提前输入病史和病情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场景越

来越多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市民上公交车时扫描场所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在“AI食堂”用餐，结算时自动计算

支付总价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摄

▲“机器人”大厨做好一碗面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摄

▲ 酒店客房

智能语音交

互系统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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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下午，记者走进瑞金医院门诊大厅，

4块印有“手机看诊教程”的易拉宝被摆放在醒目

位置——打开“上海瑞金医院”微信公众号，选择

“线下医疗”，按照页面提示，授权手机号、绑定电

子医保、添加就诊人信息后，记者很顺利地挂上

了当天的中医推拿科，整套流程花费不到3分钟，

确实非常方便。更值得点赞的是，推拿按摩后，

记者通过扫描电子医保码，直接在门诊间完成缴

费支付，免去了上下楼层奔波的麻烦。就诊结

束，电子病历也已同步到了手机上，真正做到了

“只带一部手机，就能顺利看诊”。

不过，部分老年人还未完全适应数字化升

级。75岁的徐阿姨来医院配常用药，在自助挂号

机前有点发蒙：光是一个高血压科点进去还有许

多细分门类，到底该挂哪个？一旁的志愿者赶紧

上前帮忙。挂完号，徐阿姨拿着挂号小票还是有

点蒙，上面的字有点小，年纪大的人看不清楚。

她拉着记者问：“你帮我看看，我是要去几楼？”

为帮助市民熟悉数字化医疗服务，瑞金医院

做了许多准备：在自助挂号机旁配备志愿者手把

手帮忙；在门诊大厅设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解答老人就医问题；还专门开辟了“数字化便捷

就医体验中心”，安排专人讲解互联网医院使用

流程。记者观察发现，不少老年人动作虽然略慢

一点，但很乐意学习。“医生，我这个电子报告应

该在哪里看？”一头银发的侯阿姨拿着手机来咨

询台求助。她不想让自己和时代脱节，研究网上

就诊流程后发现好处还挺多，“还能选择把药品

寄到家里。我不想老是依赖别人，能自己学习解

决的，就自己来吧。” 本报记者 陆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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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不少小程序可以回收各种废旧物品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上海正加紧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

三年行动方案”。在就医、教育、出行、文旅等多方面有新进

展。

目前，便捷就医2.0版工作方案已引发，正式上线长三角信

用就医项目；宝山、徐汇、长宁三个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验区数字

基座建设初步部署；上海停车App“停车缴费”功能覆盖全部

1283个收费道路停车场、2742个大型经营性停车场（库），上海

随申行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组建，“随申行”App1.0版开

发完成，近期将正式发布，实现随申码在本市地面公交、轮渡的

全面应用，以及在部分轨道交通线路的试点应用。

上海将推进以文旅码技术为支撑的“一码游”服务体系建

设，启动“红途”平台2.0升级建设，推动“数字酒店2.0”和“数

字景区”建设；推动豫园商城打造商旅文融合的综合大型数字

商圈场景，推动早餐网点监测管理平台（早餐地图）建设；还将

开发上线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24小时在线缴纳功能，研究制

定了直管公房租金和房管集团管理售后房物业费的在线支付

技术方案，新建住宅小区均已实现宽带数据传输信息端口等敷

设到户等住宅配套设施建设。上海还将启动“长者智能技术运

用提升行动”，制定“为老服务一键通”“养老院+互联网医院”重

点场景推广应用方案。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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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申行”“一码游”即将启动

生活数字化全面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