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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 上海边检相应

调整勤务模式， 针对不同国家船舶采取不同

检查监护方式， 营造良好宽松的进出口贸易

环境。

荩 进入 21 世纪， 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

吞吐量一路飙升，口岸年度出入境人数不断攀

升，上海口岸边检也不断刷新着“上海速度”。

（均上海边检总站资料图片）

上海：用“绣花”般精细治理传递城市“温度”

拥有 600 多平方公里中心城区、2400 多万

常住人口，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近年来面临交通

拥堵、 人口增多且老化、 社区治理不到位等问

题。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提高

城市管理水平的“必修课”。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垃圾分类工作

就是新时尚 ”“要注重在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

化上下功夫”“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生活幸福 、

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习近平总书

记去年 11 月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 ， 犹在

耳边。

近一年来，在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下，一项项

“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在申城发生：全力实施垃

圾分类且定时投放，大力推行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深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民生“小事”皆大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随着

“绣花”般精细治理持续推进，上海正在成为一

座更加“有温度”的城市。

“头脑”聪明“四肢”有力 精
细化治理多了智能支撑

“城运中心呼叫 10 号督察员！ 请报告你目

前的位置。 ”

“10 号督察员收到， 我正在陆家嘴连廊巡

防，现在人流平稳，交通有序，一切正常。 ”

……

放下手中的对话机，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

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指挥员的眼睛还盯着面前的

无缝屏幕。

在这块大屏幕上， 实时跳动着城市的各种

“体征”数据，包括接警数、实有人口、地铁故障，

等等。 浦东 12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旦察觉

有信息异常，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到这个“城市大

脑”中。

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浦东新区城

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通过中心的大屏幕了解

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情况。

“总书记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要

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我们

一直在思考，如何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要求，让

‘城市大脑’运行得更高效。 ”浦东新区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王礌说。

近一年来 ， 这块总书记看过的大屏幕里 ，

显示的内容不断丰富， 跳动的数据更加优化 ，

背后的算法持续提升 。 包括噪音扰民 、公交线

路优化 、 渣土车运行 、 防台防汛等多个专业

化模块相继推出 ， “城市大脑 ”的功能进一步

完善 。

“头脑”更加聪明的同时，“四肢”也更加有

力。 目前，浦东新区的 36 个街镇陆续建立起城

市运行分中心，接收来自区中心的订单任务，大

大缩短任务单的流转时间。

地处城乡结合地带的周浦镇， 既有繁华的

万达广场、小上海步行街，也有转型发展中的镇

级工业园区，人口密集、车流众多。

据周浦镇城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吴蓓介绍 ，

过去因为感知技术的缺乏， 信息互联共享不及

时，城市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比较

明显，治理措施较为碎片化。

如今，有了“城市大脑”的快速反应和集中

指挥，许多社会治理顽疾得到了明显改观。

随着电动自行车防盗系统模块上线半年 ，

周浦镇辖区内的车辆失窃发案率同比下降了

72.2%； 老人行动轨迹监测模块在过去一年里，

向家属推送了 300 余条有效信息， 凡佩戴智能

手环的走失老人，均被当天寻回……

王礌告诉记者，浦东“城市大脑 ”将不断迭

代更新，更快更强大的城市运行中心即将上线。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像绣花一样管理城市’将

变得更加可行。 ”

既“近家”又“进家” 养老服
务 15 分钟内“触手可及”

走进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

一分站，记者就被驿站里热烈的“人气”所感染。

在这里，57 岁的金阿姨经常参加插花、烘焙

等活动；60 多岁的张大爷是书画沙龙的爱好者；

住在一公里外快 80 岁的肖阿姨，中午都会来社

区食堂用餐……越来越多的老人把这里当成自

己的“家”。

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走进这家驿

站，逐一察看综合服务窗口、托老所、党建工作

站等。

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狄梁告诉记者：“总

书记十分关心社区的养老服务。 当了解到我们

市民驿站的养老服务窗能够提供多类服务时 ，

他非常欣慰。 ”

近一年来， 这家驿站的事务受理服务内容

进一步拓展， 咨询事项由原来的 169 项调整至

188 项， 当场办结事项也由 7 类 38 项增加至目

前的 9 类 50 项。

围绕老年人的各类需求， 为老服务更加温

情。 “在原有的手工、唱歌、书法等课程的基础

上，今年又增加了插花、打击乐、垃圾分类互动

游戏等新课程。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

一分站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陈燕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

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

“上海正在积极打造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说，截至去年年

底，全市已建成 180 家；今年底将建成超过 250

家，实现街镇全覆盖。

养老如“网购”般便捷已成为现实。 今年 5

月，“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开通上线，涵盖新版

养老地图、养老服务机构查询等主要功能。 广大

市民在这一平台上寻找养老服务， 犹如在网上

找餐馆、购物一样方便。

“通过线上服务平台和线下服务站点的齐

头推进，‘15 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正在逐步构

建。 这将给老年人提供更加方便可及的‘近家’

和 ‘进家 ’服务 ，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

乐。 ”朱勤皓说。

志愿者“下了岗” 垃圾分类
从“新时尚”走向“新习惯”

“湿纸巾居然是干垃圾？ ”“小龙虾是湿垃圾

吗？ ”……今年 7 月 1 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少上海市民都经历过关

于垃圾分类的考题应答。

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

系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

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虹口区市民驿站

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时强调， 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新时尚。

如今，“新时尚”逐渐变成“新习惯”。 作为上

海市虹口区宇泰景苑小区的志愿者， 过去冯海

梁每天都得回答十来遍垃圾分类的问题，“现在

连小朋友们都会准确地分垃圾啦。 ”

随着家家户户逐渐养成家中垃圾分类装

袋、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好习惯，志愿者们逐渐

无事可做，如今全部“下了岗”。

据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红叶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王静华介绍，目前，宇泰景苑小区的居民分类

投放参与率达 100%，分类准确率达 98%，资源

回收利用率达 60%。

宇泰景苑的变化在上海千千万万个小区里

发生着。 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推进， 上海这一

“新时尚”，孕育出更多积极的“新变化”。

数据显示，上海市干垃圾减量、湿垃圾和可

回收物资源化情况不断变好：截至 8 月末，湿垃

圾日均清运量为 0.92 万吨 ， 较去年年底增加

130%；干垃圾日均清运量低于 1.55 万吨 ，较去

年年底减少 26%； 可回收物日均可回收增加至

0.45 万吨，较去年年底增长了 5 倍。

“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 ”上海市绿

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 ， 上海力争到 2020

年底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让 “新时

尚 ”成为 “新习惯 ”，让垃圾分类 “形得成 ”更能

“守得住”。

（新华社上海 9 月 9 日电）

渐入佳境的垃圾分类 、老有所乐的养老社区 、智
能高效的“城市大脑”……每次记者来到上海，都能从
街巷楼宇间感受到温馨的变化，体验到走心的服务，发
现不一样的申城。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对于上海这座超大城市
而言，要实现“绣花”般精细治理，关键是练好“走针”功
夫。只有将“针尖”对准顽疾难症，将“针脚”走得更细更
密，才能为老百姓绣出一幅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图景。

“绣花”般精细治理既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

“硬核”科技，更需要各级干部用心用情，在为民服务方
面精益求精。 上海，正按照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探索着
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 也将为中国城市高水平
治理打造“上海样板”。

■记者手记

荨 工作人员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

心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从“有边无防”到国际最大口岸之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边检筚路蓝缕砥砺奋进，交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答卷从最初的眼观手摸 、扒船走码头等粗放式

管理 ，到如今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互联网+”

等最新科技成果应用 ； 从一日徒步 30 公里的

口岸巡查，到视频全覆盖、数据可视化、远程可

操控的勤务指挥决策系统应用……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 ，从有形到无形 、从人力到科技 ，从

筚路蓝缕到方兴未艾 ，以智慧边检为引领 ，在

保障上海口岸安全的道路上 ， 上海边检砥砺

奋进 ， 交出了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

答卷 。

从海运码头到国际航运中心
口岸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950 年 56 艘次，1951 年 145 艘次，1952 年

222 艘次……形势催生变革，为加强对港口停泊

外轮和随船人员的证件检查和监护管理 ，1952

年 1 月 4 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组建上海边防检

查站，负责上海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从此结束了

上海“有边无防”的历史。

1964 年，随着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今孟加

拉国首都）至中国上海的巴航班机缓缓降落，上

海虹桥机场正式开启国际航运业务。 从此，除海

运外，上海又开启了通往世界的另一道门。 伴随

着口岸的扩张，上海虹桥边防检查站成立，负责

虹桥机场边防检查工作， 当年检查出入境旅客

4000 余人次，办理航班 80 余架次。

上世纪 80 年代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上海港不断改造、扩建，宝山钢铁厂、金山石

化厂等一批新建专用码头陆续投入使用， 边防

检查执勤区域范围和业务工作量也不断刷新历

史纪录。据统计，1988 年同 1978 年相比，上海边

检检查监护交通工具数量和出入境人员数量 ，

分别增长超过 200%和 600%， 执勤岸线从 140

公里增加至近 800 公里。

从 1999 年浦东机场一期竣工，到即将建成

启用的三期扩建工程；从 1999 年外高桥保税区

获批， 到 2013 年 9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

立， 再到不久前临港新片区揭牌； 从 2002 年 6

月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到 2017 年 12

月洋山四期工程完工开港……伴随着口岸建设

的发展，上海边检在原有上海边检站、虹桥边检

站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九个边检站， 建成旅检查

验通道 470 余条，海港办证窗口 10 余个 ，实现

了海陆空口岸全覆盖。

2018 年度，上海口岸出入境人数已超 4600

万人次，浦东机场口岸出入境人数连续 16 年位

列全国空港口岸第一。 2017 年以来，上海邮轮口

岸出入境人数连续两年保持在 400 万人次左

右，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上海港集装箱年

吞吐量连续两年保持 4000 万标箱，并且连续九

年位居世界第一。

从粗放型管理到智能化管控
口岸安全堤坝愈筑愈牢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上海边检与出入境违

法犯罪活动的较量从未停止。

1953 年春天，R 国“白龙丸”号远洋客轮抵

沪，上海边检第一代检查员徐康健登轮进行人

员检查 ，在与船员交谈时 ，一名自称 “事务长 ”

的船员逐渐露出马脚，“自称是事务长，却不知

船上有多少炊事员”。 带着这样的疑问，徐康健

找寻着对方更多的破绽。 这时 ，台灯背后的一

本书引起他的注意，当一份谍报提纲从封皮夹

层里被搜出来之后，徐康健及其战友们果断地

将对方控制，经查，此人系 R 国一名高级间谍。

此案成功告破， 对打击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树立新中国军政力量强大的威信具有重大政

治意义。

1989年上海虹桥机场 43人特大偷渡案、1992

年“鉴真”轮 11人非法出境案、1999年“1·13”跨国

偷引渡大案 、2001 年 “11·20”集装箱群体偷渡

案……上海边检接连破获一批当时有影响力

的案件，遏制了当年偷渡活动的高发态势。

2001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4 年亚信峰会、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次次国

际重大活动不断向世界展示上海更加开放 、更

加文明的城市形象，同时，上海边检深度聚焦反

恐维稳、查控查堵工作，逐渐建立起口岸智能化

管控体系。

2018 年首届进博会开幕前夕， 浦东机场入

境大厅里， 民警陈祎正在边检执勤现场办理巴

黎飞上海的某航班旅客入境边检手续， 一名自

称参展商的华裔旅客引起了她的注意， 验证台

内的人像智能比对系统发出了异样提示———这

名旅客的相貌与一名潜逃境外 23 年的涉嫌故

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网上在逃对象高度相似。 最

终，当年偷渡逃亡国外并“漂白”了身份的嫌犯，

还没入境就“栽”在国门线上。

从平稳发展到创新求变
口岸通关服务效能全面提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我国和平外交政

策的实施和对外贸易的日渐回暖， 为更好服务

港口贸易，上海边检相应调整勤务模式，针对不

同国家船舶采取不同检查监护方式， 营造良好

宽松的进出口贸易环境。

进入 21 世纪，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

一路飙升，口岸年度出入境人数不断攀升。 为进

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上海率先落地

48 小时 、72 小时 、144 小时外国人过境免签政

策；试行 24 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政

策；开展邮轮检查“放管服”改革试点，简化外籍

邮轮出入港手续和船员临时入境手续……持续

不断的深化改革、制度创新，为上海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全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营造了良

好的口岸生态。

“现在办理申报手续越来越便捷了。 ”上海

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陈先生通过 “上海边

检”App 手机客户端，向记者演示如何登录“单一

窗口边检许可服务平台”，快速办理登轮证申办

手续。 他告诉记者，以往办理报检手续，至少需

要跑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等四家单位，至

少准备四份材料，而现在只要直接登录由边检、

海关等部门共同搭建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

台即可办理， 电子签单办理时间由原来的一两

天，压缩到一两个小时。

如今，上海口岸边检仍在不断刷新着“上海

速度”，研发船员临时入境电子许可 ，船员在邮

轮靠泊后即可登陆， 每年为邮轮公司节省数千

小时工时和人力； 全面建成 183 条出入境自助

通道，刷证件、拍照片、按指纹，旅客花 10 秒即

可通关；首创“边检通关便捷条码”，实现旅客进

港、行李托运、通关、登轮等手续“一码通”；首创

母港邮轮中国籍旅客入境简化措施， 查验时间

由人工查验的 30 秒减为三秒，整船入境通关时

间平均由 3 小时减为 2 小时……

“绣花”般精细治理
需练好“走针”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