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年多来， 江苏路街道依托智能算法创新了社区治理方法。 图为江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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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生命周期，上海城市建设有高颜值更重感受度
让绿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亮丽底色，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元荡湖 ，淀山湖以西 ，横跨苏沪两

地。 上个月，一座新建的慢行桥横架东

西，岸边是秀丽的香樟和水杉 ，再向前

望去，粉墙黛瓦的村庄“藏”在林间细缝

中若隐若现。 这座桥的通行启用只是一

个开始，环元荡美丽湖泊群和美丽乡村

群已在系统规划中。

因为嵌入了全生命周期和绿色生

态理念，以往给人“硬邦邦”感觉的工程

建设项目 ，不只有了轻盈 、高颜值的样

貌，更关注到了周边的生态环境 、建筑

本体的可持续，还有人的感知和感受。

地 铁 新 线 、智 慧 工 地 、智 能 码

头 ……当下，一大批与城市发展 、民生

获得息息相关的城市建设和改造项目，

从立项源头开始就注重战略研判、可持

续性论证 、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推进 、全

周期管理等等 ， 特别注重项目本身之

于人的友好度 、感受度 ，以及与周边生

态的相融、与人文景观的勾连衔接。 不

仅让绿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亮丽

底色，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

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高

效能。

一座桥串起一幅山水
人城相融的新画卷

元荡慢行桥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示范区的 “C 位 ”，总长约 585.7

米，桥身呈弧形设计。 作为示范区内首

座大型景观步行桥，她连接着上海青浦

区和江苏苏州吴江区，并与元荡湖湿地

景观及环湖绿道对接，串联起周边丰富

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施工方中交上航局介绍，与这座桥

同步建设的还有元荡周边的美丽乡村

群、水系连通先导段等项目。 “一座桥的

建设，最终串起的是一幅山水人城相融

的新画卷。 ”

据介绍 ，元荡桥建设过程中 ，中交

上航局通过工程治理和生态修复，采用

现代绿色生态技术和传统水系治理的

理念相融合，对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和

村落样貌进行重塑，还原了江南千年水

乡的独特风貌。

“这方面算不上难题 。 ”建设方负

责人透露 ， 此前结合工程建设参与了

上海 “一江一河 ”等工程水环境治理 ，

也参与了上海 “世外桃源 ”吴房村建设

项目。 “结合工程建设嵌入绿色发展理

念、全周期理念 ，未来将成为一种常态

和标配。 ”

同样，今年 9 月底，南京路步行街东

拓段开街。其设计者、建设者这样解读那

些看不见的巧思： 从设计理念上就充分

兼顾了市民游客的视线和体验度， 并充

分体现在用材、施工等诸多环节；引入全

周期理念， 承建方与设计方共同承担步

行街公共空间设计、勘察与施工，如地面

铺设、景观植物、灯光照明、老建筑外立

面等多方面细节一一敲定。 在设计和施

工过程中，注重延展外滩海派风貌特色，

承接步行街商业活力及空间肌理特色，

更考虑到了后续管理与维护， 营造出一

个令人舒适、亲切的全新场域。

全球首条具备 LEED

标准的轨交线路正火热建设

705 公里运营里程， 十几个小时不

间断运行……要说全市最 “长 ”的建设

项目，轨道交通一定占据首位。 从最为

基础的安全论证，到如今更注重节约能

耗、更注重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未来，

低碳出行也将成为轨交的“标签”之一。

比如， 在建的上海轨交 18 ?线就自我

加压，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认证

成为全球首条具备 LEED 标准的轨道

交通线路。

LEED （国际建筑业关于绿色节能、

可持续发展的权威评估标准） 评估体系

原本只用于建筑领域，而此次 18 ?线将

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地铁建设之中。 “在设

计阶段，不仅考虑车站建筑本体，还进一

步扩展 LEED认证的适用范围，将运行区

间、停车场等等也纷纷囊括其中。 ”申通地

铁 18 ?线项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以 18?线建设为契机， 申通地铁还正参

与制定专门针对公共交通的 LEED标准，

这在全世界范围属于首创，“将为地铁从

规划、 到建设、 到后续运维的全生命周

期，提供一系列可遵循的绿色标准”。

嵌入绿色生态理念、 全周期理念，

让建设项目更友好、更智慧、更可持续，

逐渐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中成为一种

带有自我觉醒的主动选择。

比如，上海建工建立“中央研究院”

模式的两级科创体系，坚持走“数字化、

工业化 、绿色化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之

路，着力打造基于 BIM 和人工智能的建

筑设计 、建造 、运维全过程服务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项目全生命周期提供平台

化服务模式。 目前已经在龙东大道快速

化改造、 济阳路等多个项目推广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港机巨人振华重工近期举行 2020

码头智能化解决方案交流活动。 “无人

码头 ” 上的振华重工设备高质高效运

转 ， 巨大的集装箱被岸桥吊具精准抓

取、平移、放置，无人驾驶车有条不紊地

穿梭于堆场，完成运输任务。 “我们要把

创新技术与先进理念逐步植入码头的

设计、规划、制造 、调试 、运维全生命周

期，以此赋能从建设到管理的跃级。 ”振

华重工负责人如是说。

城市治理有“智商”

“两张网”建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有机整合

“叮！ 长宁路 515 ?附近发现一

处细小垃圾。” 网格监督员小周的政务

微信弹出了一条提醒， 几分钟后 ， 他

到达现场处理完毕， 上传照片后 ， 很

快收到 “已结案” 的提示。

这是长宁区江苏路街道 “一网统

管” 处置机制的小应用之一。 作为沪

上首批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试点街

道， 针对街面垃圾、 非机动车乱停放

等管理顽疾， 江苏路街道开发 AI 智能

巡屏功能， 将街面摄像头升级为智能

感知 “神经元”， 实现了自动识别、 自

动派单、 人力处置、 自动结案全闭环

管理。

在江苏路街道， “两张网 ” 建设

正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 等新技术

有机整合， 更智能、 更精细的 “绣花”

让城市治理有 “智商”， 也成为 “人民

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

理念的生动实践。

科技赋能 ， 实现全域 、

全量、 全时段治理

江苏路街道辖区面积 1.52 平方公

里， 有着老洋房、 新式里弄、 售后公

房等多种住宅形态， 居民居住密度大，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约 40%。

科技赋能， 让全域、 全量、 全时段的

城市治理成为可能。

大件建筑垃圾堆放一度是这里投

诉率最高的事件之一， 街道引入人工

智能企业西井科技开展建筑垃圾清运

试点， 在 “一网统管” 平台搭载 “AI+

5G” 自动立案功能， 定期对堆放点垃

圾量进行 AI 阈值评估、 违规报警， 并

合理及时安排运力清运， 清运耗时从

原有 96 小时压缩至 36 小时 ， 垃圾堆

放点总量减少近一半。

今年 2 月，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

段， 江苏路街道率先上线 “一网统管”

防疫专页， 哪些居民正居家隔离、 哪些

重点区域完成了消毒、 哪些办公楼返沪

白领增加……防疫大数据在一个系统、

一个页面实现 “一网统管”。 一个经典

案例是： 本应居家隔离的居民出门遛

狗， 不到 10分钟便被居委会干部劝返，

区域消毒及时跟上， 处置更及时精准，

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有了抓手。

拓展形成七级处置的高
效运行模式

“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的应用场

景，那些看似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小

事，背后是经久不息的民意诉求。 街道

层面，从‘高效处置一件事’到‘高效处置

一类事 ’，AI 智能巡屏功能节约了 3/4

的人力，并投入到快速处置环节。 ”江苏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戴涛告诉记者。

实战中， 江苏路街道已拓展形成

小区、 经济楼宇、 园区和楼组七级处

置的高效运行模式， 构架起街道 “一

网统管” 平台与市、 区联通的立体处

置网络 。 160 名身兼案件处置员的基

层干部活跃在网格片区 、 楼宇园区 、

居民小区等， 组成街区运行 “神经元”

的末端触角。

“一网统管” 也催生出智能化人机

协同机制，基层干部普遍感到，社区基

础工作底数摸清了，工作成就感由此而

生。 华山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潘志歌说，

特别是“一网统管”防疫专页上线后，极

大地为“表哥”“表姐”减负增能，基层干

部们的工作重心转向居家隔离居民的

生活关怀和情绪安抚上，这种良性循环

无形间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好用、好办，“两张网”助
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当下，老年群体容易陷入数字鸿沟。

难能可贵的是，记者从江苏路街道“两张

网” 建设中读到了许多温情故事，“两张

网”收获了老人们“好用、好办”的点赞。

岐山居民区志愿者孙阿姨，结对帮助

社区内独居老人张阿婆。 几日不见老人，

电话联系不上，孙阿姨立即前往居委会反

映情况。几分钟后，街道反馈：阿婆家水表

数据显示用水正常，联系不上可能有其他

原因。经上门确认，原来张阿婆因腿脚疼

痛没有出门，因为耳背，也没能及时接听

电话。一场虚惊由此化解。目前，江苏路街

道为辖区内每户独居老人安装了智能水

表，其终端接入“一网统管”平台，一旦水

表读数异常， 平台会向街道和居委会派

单，后者就可派员上门核实情况。

作为国家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

单位，江苏路街道还专门为辖区内1200

余名独居老人探索拓展 “一网统管”为

老服务。智能水表、智能门磁等设备垫实

了全方位安全保障。 老人更换就医记录

册，可以在手机随申办App上操作，也可

以到受理中心“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一

站式办理，还能请工作人员上门帮办。

让幸福生活不放假
以“15?钟生活服务圈”为载体锻造“超级服务枢纽”，覆盖全年龄段居民

老年人爱来， 小孩子爱来， 白领、

老外也都爱上了这里。 甚至， 一些因

旧改而搬离原址的居民， 一得空 ， 横

穿大半个上海也要回来看看……这 ，

就是遍布虹口区全境 35 个市民驿站的

“魔力”。

“市民驿站总能给我一种幸福感 、

获得感。” 年近七旬的陶建华这样解释

每天大老远跑来继续当好 “守门人 ”

的原因。 上课、 阅读 、 写板书……从

开门到关门， 沉浸在这里的每一天都

让他感到习惯， 且充实满满。

建设群众 “家门口 ” 服务站 ， 出

门步行 15 分钟就能享受到高效优质的

社区服务，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助老 、 助幼 、 助餐 、

助医、 助业等服务。 截至目前， 虹口

区建成 35 个市民驿站， 单个驿站可覆

盖周边 0.67 平方公里内的全年龄段社

区服务， 去年全年服务居民达 726.57

万人次。

当下， 市民驿站公共服务均衡化、

优质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空间上，

已拓展至 7.65 万平方米 ； 服务功能

上， 实现 “养老顾问点” 全覆盖 ， 具

备助餐功能的达 33 个 ， 建成助医点

46 个； 服务效应上， 丰富加载服务功

能， 服务全年龄段人群， 引入志愿者

服务机制、 错时制、 轮休制。 驿站还

纷纷接驳上云， 实现线上平台信息发

布、 活动展示、 咨询预约、 居民互动

等。 今年底所有驿站将实现全年无休，

成为 “幸福生活不放假” 的实践范例。

服务覆盖全年龄段， 接
驳上云实现全年无休

抖抖手、 扭扭腰， 每个工作日上

午 9 点前， 99 岁的陈玉梅阿婆准时来

到北外滩街道第一市民驿站做保健操，

做完操 ， 到一旁的健康屋里测血压 、

测体脂、 测血糖， 驻点的健康医师还

能解读健康数据， 提示保健信息。

健康服务是标配， 不少市民驿站还

为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找到了解决

方案。 比如， 幼儿园偶尔停课， 双休日

亲子 “遛娃”， 驿站里的 “亲子天地” 成

了很多人第一选择； 考虑到上班族作息

时间， 江湾镇街道第一市民驿站延迟到

晚上 7点半关门， 给白领留一顿美味实

惠的晚餐； 在白玉兰市民驿站延伸点，

还能就近办理社保服务、 职称受理等

等。 虹口区民政局局长耿彧介绍说， 在

原党建群建、 生活服务、 就业服务、 事

务办理、 心灵港湾、 网格化管理 “6+X”

服务功能基础上， 虹口区还将家庭医生

诊所、 就业服务站、 长者照护之家、 老

年日托站、 阳光之家、 白领服务站、 物

管中心等社区内具有一定规模、 符合条

件的公益服务站点及其服务项目， 统一

纳入市民驿站服务版图， 实行统一冠名、

统一标识、 统筹管理。 今年， 还将探索

以市民驿站整合物业管理资源建立 “物

管家”， 将管理服务辐射至小区内部。

特别是主动对接 “两张网” 建设，

在市民驿站建设 5G 与双千兆宽带应用

场景 “社区事务办理空间站”， 开展远

程视频业务办理， 将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服务事项延伸至全区市民驿站，

让服务更便捷、 更贴心。

外籍高管担纲 “周末站
长”， 星级大厨掌勺社区食堂

每次来市民驿站活动， 戴惠萍都会

在胸前别上一枚“蒲公英”志愿者徽章。

自从北外滩街道市民驿站启用， 她所在

的由退休居民组建的舞蹈团有了正式排

练场地。 因此， 她也从市民驿站的参与

者、受益者，渐渐成了组织者、策划者。

实践中， 市民驿站成了一个共建

共治共享的载体， 融合汇聚了社区现

有资源， 附近商务楼内的上班族 ， 甚

至外国友人也加盟到志愿者服务团队

中， 借势、 借智、 借力， 提高公共服

务均衡化、 优质化水平。

比如， 率先试行全年无休的北外

滩街道市民驿站， 附近茂悦酒店的德

国高管安卓雅就主动报名成为外籍志

愿者， 担纲驿站 “周末轮值站长”； 来

自上海大厦、 一滴水酒店等 8 家星级

酒店的中外总厨、 大厨、 名厨， 每季

度要到北外滩社区食堂服务， 为社区

食堂菜肴支招、 评审， 并亲自下厨掌

勺； 针对彩虹湾地区老年人口比例高

的特点， 江湾社区第一市民驿站统筹

辖区内第四人民医院、 江湾医院 、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资源， 定期为

居民开展义诊咨询、 养生保健、 运动

健康、 疾病管控等服务……

目下， 虹口区以构建社区共同体

为抓手， 通过政府搭台、 社会参与的

形式， 吸引社区群众参与驿站的自我

管理、 自我服务， 让身边的市民驿站

更生动立体也更有活力。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元荡慢行桥连接上海青浦区和江苏苏州吴江区，并与元荡湖湿地景观及环湖绿道对接，串联起周边丰富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中交上航局供图）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 虹口区市民驿站

北外滩街道第一市民驿站设有健康屋，居民可以在这里测血压、体脂、血糖，

驻点健康医师还能解读健康数据、提示保健信息。 本报记者 单颖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