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申城居民提供更高效更标准的特约维修服务

覆盖全市 万个住宅小区

某日凌晨，两辆小轿车在高速公路突发

碰撞事故。不到半分钟，在驾驶员拨打电话

报警前，AI系统就已经通过视频监控自动识

别到了这场事故，并将救援指令自动推送至

救援人员手机……如此一幕并不是电影情

节，而是G15嘉浏段拓宽改建工程今年7月

30日通车后的一个真实场景。

近日，隧道股份城市运营发布G15嘉浏段

拓宽改建工程通车运营月余后的“数字转型成

绩单”：依托AI算法、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

一系列软硬件提升，作为上海首条通过改造

实现智慧化的高速公路，数字化改建后的嘉

浏高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应急处置到位速度提

升约35%、日均车流量增长了49.6%，72%的

突发事件已通过AI系统自动识别报警。

AI助力快速处置
传统高速公路的突发事件监测，通常依

赖市民报警、中控中心视频监控等手段。而在

改建后的G15嘉浏高速，借助AI算法系统实施

道路交通态势的研判和分析，就可自动识别突

发事故类型、判断事故位置，并智能研判救援

所需资源和最佳施救路径，将全部信息汇总

整理发送至救援人员配套手机App中。

“现在就像是一套‘外卖系统’，AI算法直

接给救援人员派单，作业人员根据系统提示

前往现场解决问题。”隧道股份城市运营嘉浏

高速项目部负责人黄波表示，从今年8月份的

数据来看，嘉浏高速突发事件中72%是通过

AI系统自动识别进而报警发现、调度解决的；

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应急处置到位速度提

高约35%，应急处置用时减少约三分之一。

同时，该系统还与路侧情报信息板、远端

互联网信息发布等联网，提醒司机提前避让

减速，避免产生次生灾害和进一步交通拥堵。

精准管控减少拥堵
在高速公路道路结构“焕然一新”的同

时，隧道股份还让嘉浏高速具备了“芯”能力。

“我们在高速布设了多种技术设备，包括

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等，可以实现

车道级交通参数、车型等数据的获取及分

析。”黄波说，有了这些高速公路“管理神器”，

一辆车开上高速公路，无须停车，远在数十公

里外的管理中心内，该车辆的车牌、载重、车

速、超限、所处车道等信息就被实时掌握。

通过系统对嘉浏高速内所有车辆的“盘

点分析”，就能够感知高速公路的整体交通态

势，精准实现交通状态短时预测、交通事件影

响情况预报，形成智慧高速交通管控策略。

最终，通过车道级交通管控策略系统及情报

板动态发布工具，实现高速运营智能管控，有

效减少或缓解交通拥堵。截至8月30日，G15

嘉浏高速拓宽改建后一个月通车总流量达到

了428.3万辆，平均每天为13.4万辆，相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49.6%，大大提升了通车量。

感知路况长期“保健”
在嘉浏智慧高速的道路结构中，还安装

了大量感知监测设备，实时观测道路的“健康

状况”。从路面积水、冰结等突发情况，到坑

塘、车辙等传统病害，都能够实现超阈值后风

险自主预警，实现对高速公路的“治未病”。

“高速公路的路面健康状态、结构状态

等，也会影响行车安全与行车体验。因此，我

们借助数字化手段实施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保证其长期处在健康的运作状态。”

隧道股份城市运营数字化管理中心主任李志

晟说。隧道股份城市运营还通过监测数据，

定期评估高速公路健康状态，真正实现设施、

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化大修为中小修，提

升设施长期性能状态。 本报记者 裘颖琼

上海首条智慧化高速公路G15嘉浏段数字化改建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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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121 1.3
昨日起，962121热线特约维修服务覆盖

全市1.3万个住宅小区，将为全市居民提供更

高效更标准的特约维修服务。

上线两月 受理1395件
7月10日，962121热线特约维修服务正

式上线运行。截至9月10日，热线受理居民

特约维修诉求1395件，其中，家电清洗698

件，下水道疏通237件，电灯电路154件，门窗

维修132件，龙头水管135件，安装拆除39

件，工单完工率87.4%。

“尽管维修师傅们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地

上门为居民检修，但是，我们还是接到一些老

百姓的投诉电话：听信小信箱里的‘官方电

话’，修煤气灶花费了上千元。”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主任徐建福表示，投诉者大多是

老年人或中低收入人群，受欺骗后大多无法

维权，不少人只能“自认倒霉”。

“你们一定要告诉身边的老人，信箱里、

电梯口、围墙上的维修电话都是假的，一打就

会陷入‘小病大修’‘无病假修’‘坐地起价’等

圈套。”徐建福说，为此，962121热线特约维

修服务不断扩大服务范围。上线伊始，特约

维修服务覆盖的服务范围是浦东、黄浦、静

安、徐汇、长宁、普陀、虹口、杨浦和闵行9个

区。今天起，特约维修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市，

其中，中心城区做到服务全覆盖，郊区服务覆

盖目前主要涵盖主城区。对于暂时没有覆盖

到的郊区，居民也可以与服务供应商取得联

系，可以预约并协商上门服务。

同时，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升级了

上海物业公众号，新增了特约维修功能，在做

好传统维修项目的基础上，增设自用部位维

修和空调清洗等服务。

统一标准 公开透明
“962121热线特约维修服务上线运营

后，我们便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服务标准，为居

民提供更完善的维修解决方案。”徐建福介

绍，维修师傅统一穿着工作背心，进门前先出

示工作证，使用礼貌用语；在维修完成后，师

傅要做到“工完料净”。

为了把特约维修服务这项民生工作实事

做实、好事做好，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房屋维

修应急中心师傅的优质服务，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与各区应急中心积极沟通，让他

们拓展工作范围，同时强化自身“造血”能

力。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7家应急中心加入

特约维修服务平台。

962121热线特约维修服务上线后，各区

房屋维修应急中心队伍做到各项服务“统一

标准，统一收费”。记者在962121官方网站看

到，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公示了特约维

修服务六大类52项服务内容的服务价格，包

括特约维修服务中的人工费和材料费等收费

标准，进一步推动维修服务收费公开、透明。

在“特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公示页面，

仅“空调清洗”一项，公示了挂机空调、立式空

调、吊顶式空调、中央空调清洗的人工费收费

标准，让居民明明白白消费。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梁彪表示：“维修师傅上门

后没有提供服务或服务超出能力范围的，一

概不收取上门费用。”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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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已成为网络安全核心问题。
正在举行的国家网络安全周上海地区活动
中，不少专家学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传统的网络安全，更多聚焦网络侧的防
御，比如防火墙的设置、防病毒木马入侵的
检测等等。如今，传统网络安全问题还没有
完全解决，又碰到了算法、人工智能、大模型
等新技术、新模式快速涌现带来的新挑战。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新技术的
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往往
会伴随着风险。以电信诈骗为例，   机转款
的年代，即使被骗也会有限额；到了网络银行
的时代，一转账可能就是毕生积蓄。人工智能
也是如此，  换脸已经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
但这可能只是开始，我们生活中有大量人脸识
别的场景，未来的风险可能出现在更多领域。

    年 月  日，腾讯研究院正式启动

                 （科技向善）项目，希望
“寻求最大范围内的共识与解决方案，引导
技术和产品放大人性之善，实现良性发展，用
科技来缓解数字化社会的阵痛”。

科技向善或者说技术向善，其实是一个伪
命题。技术本无善恶之分，善恶只在使用者的
一念之间。但我们不能将安全寄托于他人自
律。追求技术向善，本质上应当是追求治理向
善，要让新技术运行在规则之下、伦理之内。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以数据安全为
例，如果把数据比喻成汽车，汽车停放在车库
里不上路行驶是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样，
数据单独地存储在数据库内也很少会有泄露
风险。但数据一旦失去流动性就失去了价值，
如何在流动中保护数据安全才是关键。正因
如此，当我们谈到数据安全时，我们其实谈的
是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访问、使用、销毁等全

生命周期的安全。
这就对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规则

制定层面，我国过去几年出台了大量法律法
规，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等。但这些顶层立法目前仍面
临规则细化、落实、优化的问题。不是每部法
律法规出台了，就必然实现立法目的、实现立
法者构想的期待，还需要产业界、运营者、数
据处理者等社会各方共同推进实施。

在具体应用层面，数据安全需要相关企
事业单位建立完善数据安全的管理体系、制
度体系、流程体系，做好数据分级分类，梳理
好敏感数据家底，确认哪些级别的数据对应
哪些安全基线……尤其是最重要的数据存
储和数据访问环节，要在保障合法使用的同
时，尽量做到可用不可见。

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相关企事业单位拿

出足够的资源，像重视大模型、重视人工智
能发展那样，重视网络安全的投入，让更多
资源和人才向网络安全领域集聚、倾斜。

近年来，上海尝试以数据安全为中心构架整
个城市的数据安全体系，进行了大量试点工作。
比如，上海以“搭建安全可靠人工智能系统”为目
标，率先成立了上海可信  评测中心，打造了全
国乃至全球知名的集  标准制定、可信  评
测与产业落地于一体的科研中心，推动可信  
治理准则始终贯穿于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
全生命周期，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

这就是治理向善的生动实践。管得住是
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统筹发展与安
全，必须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探索新技术、新应
用、新业态的治理路径，以技术对技术，以技
术管技术，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用治理向善推动技术向善
潘高峰

新民眼

本报讯 新华社消

息，9月12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发布。

《意见》指出，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

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福建在对台工作

全局中具有独特地位

和作用。为深化两岸

各领域融合发展，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意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

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践行“两岸一家亲”

理念，突出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意见》提出，充分

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

势和先行示范作用，善

用各方资源，深化融合

发展；始终尊重、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完善增

进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

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先

行先试，扩大授权赋能，

持续推进政策和制度创

新；坚持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持续推进、久久为

功，因时因地制宜，支持

条件好、优势突出的地区率先试点、以点带面，

引导其他地区找准定位、协同增效。

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支持厦

门开展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

赋予厦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大

自主权。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

居民待遇。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支持

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打造福马“同城

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

居民待遇。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发展。

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台开

放格局。推进福建其他地区开展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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