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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神器”AED缘何在滨水空间“上新”
滨江岸线有望成为精细化治理全新试验场

《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
条例（草案）》昨天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二审。 随着“一江一河”

滨水岸线相继贯通， 滨水空间的提升自然
而然被推送至人们眼前： 水岸空间的设施
布局如何合理妥帖又安全舒适？

审议会场中， 大家聚焦到各类软硬件
设施的备齐和精细化管理。 而会场外，与各
类建议意见同样“热火”的，是实践中的创
新探索和管理———记者在实地调查走访中
发现，全市层面，仅以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这个“决定生死的救命小盒子”为例，也
正以滨江岸线为试点，开始探步更智能化、

科学化、精细化的布局管理。

正如部分市人大代表所说：有了《条例
（草案）》保障，滨江岸线有望成为一个全新
试验场， 折射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从思
路到手势的转变。

不光能配齐，还得配科学

AED 这个救命小盒子， 以往在城市公
共空间设施布局中并不常见。 但在很多国
际大都市， 它却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紧急响

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此次 《条例 （草
案）》中特别提到，要在沿岸滨水空间内配
置医疗急救等各类安全保障设施。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AHA 心血管急救
培训中心主任邢唯杰介绍，我国平均每分钟
就有 1 人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类疾病多发生
在医院之外的公共场所。 如果在“黄金四分
钟”内结合心肺复苏使用 AED，就可大大提
升抢救成功率。

在徐汇滨江，沿岸 “水岸汇 ”与徐汇区
红十字会合作，根据站点规模、辐射人群范
围、运动人群分布情况，共选取 5 个点位布
设 AED。一旦突发紧急情况，公众手机点开

AED 地图，能实时迅速获取附近 AED 位置
及使用状态等信息。 在普陀区 21 公里苏州
河岸线，谈家渡湾党群服务站、清水湾党群
服务站等纷纷配齐 AED，选址更“紧贴”大
型社区或商务楼宇。 全市层面，红十字系统
结合“一江一河”城市新空间，根据站点规
模、辐射人群范围、运动人群分布情况 ，探
索 AED 信息化，尝试结合“两张网”实现更
高效、更及时的响应。

不仅用得上，还能用得好

在浦东新区， 率先尝试将 AED 纳入区

城运中心 “城市大脑”，“每一台的状态情况
一目了然”。 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

24 小时动态管理系统，实现对 AED 的科学
管理和维护，确保“不仅用得上 ，还能用得
好”。 这一功能预计于 11 月正式“上新”。

除了依托科学布设网络， 相关的培训
体系也及时跟上。 市人大代表施政在走访调
研苏州河滨水岸线时就建议 ： 保证包括

AED 在内的基本设施， 要通过大数据分析
进行合理布局， 除了站点规模， 更是考虑
到辐射人群范围， 还有就是要同步推进急
救技能培训， “人人会用很重要， 不会用
就是个花架子”。

在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 相关部门主
动将急救培训送入滨江岸线的大型工地 、

园区、 场馆设施等。 社工陆兴国在救护培
训师指导下上手现场演练， “尽管知道意
外发生概率很小， 还是要学一学， 以备不
时之需”。

在苏州河沿岸， 相关培训也送进了驿
站空间 ，让 “家门口 ”的 AED 惠及更多百
姓。 普陀区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党建指导
科）四级主任科员吕喆介绍，目前长风湾党
群服务站的急救知识培训已经开展， 由普
陀区红十字会专业授课， 内容包括心肺复
苏、AED 操作、创伤救护四大技能等，已经
吸引了不少白领、居民自主前来参与学习。

公共空间扎帐篷、遛狗、烧烤可还行？
“一江一河”立法寻求“最大公约数”

深秋阳光斜洒向粼粼水面， 一艘艘赛
艇加足马力驶向终点， 水面赛道串起了沿
岸上海邮政博物馆等历史建筑。上周末，上
海赛艇公开赛申城首秀攒足人气。 岸边围
观者不禁心生向往： 啥时也能划个船？《上
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 （草
案）》昨天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二审。“这是上海针对公共空间立
法的全新探索。”采访中，许多法学专家表
示，公共空间面向全人群，涉及主体多、利
益诉求复杂，更考验立法者求取“最大公约
数”的能力。

此前数轮意见征询中， 市民群众纷纷
表达对“一江一河”沿岸新空间的期待。年
轻小情侣说，想在岸边“扎帐篷”，最好还能
喝咖啡；养宠者说，最好能有宠物“遛弯”的
小天地；阿姨爷叔暗自想，要是能找到过往
生活记忆就好了……由此，“一江一河”立
法的关键点清晰呈现： 平衡好秩序感与烟
火气，形成人民城市自治共治的新场域。

活力岸线：提高黏性，丰富
活动嵌入15分钟生活圈

“每次换个角度欣赏‘一江一河’，都能
带来全新感受。”过去一年间，市人大代表
许丽萍频繁前往各个滨水段实地考察，为
立法收集人民建议。

“市民前往滨水空间的频次提高，但距
离‘活力’二字仍有差距。”她认为，“一江一
河”用户黏性仍有待提升。其关键在于，不
仅要有景，更要嵌入丰富活动。

扎帐篷、遛狗、垂钓、烧烤……在征询
建议阶段，不少市民纷纷提出期待。但对照
《条例（草案）》，记者发现，有些活动则需在
特定区域时段方能实行。譬如，遛狗、垂钓、

放风筝、烧烤、跳广场舞以及滑板、轮滑、无
人机飞行等活动， 均需在特殊区域时段进
行，还要符合相关秩序。许丽萍建议，针对
限制行为应作出充分解释， 要让市民群众
真正理解。

她特别提及住宅空间与滨水空间的
“连通性”。“一江一河”不仅贯通，更要让人
随处找到可以逗留休憩的场景， 她建议城
市规划者不妨考虑将岸线延伸至腹地，与
社区口袋公园等统筹设计， 拓展空间多样
性，丰富人们的体验度。

便捷岸线：水陆联通，配套
设施承托多元需求

“一江一河”聚起人气，对公共配套设
施提出更高要求。怎样实现“便捷可及”就
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不少代表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完善多
样的公共交通设施是市民最大呼声之一。

眼下，《条例（草案）》中拟将建立健全滨水
公共空间综合公共交通体系， 逐步完善交
通引导系统、停车引导系统等。特别是，优
化水上交通布局，实现水陆联动。

调研中，有市民“吐槽”，还有不够便捷
的地方。譬如，正值秋冬季，跑友们锻炼完
想喝口热水，却无处可寻。《条例（草案）》拟
规定， 鼓励集约化利用滨水公共空间的设
施，加强各类功能集中统筹，具体包括党群
服务、卫生、救援等种种配套设施。

多元需求，不止于物质满足，还意在满
足精神文化需求。有代表建议，要引入街头

艺人和艺术雕塑，融入历史元素。还有代表
建议，应当通过文艺演出、VR（虚拟现实）

互动等更形象的方式， 让这些历史保护遗
存熠熠生辉。

生态岸线：探寻“神奇动
物”，打造自治共治试验场

“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多起来了，

但后续运维谁来管？

在不少人看来， 这里同样是社会共治

展示新平台。 通过集民意、 汇民智，“一江一
河” 滨水空间有望打造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的
“新名片”。

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长
期在杨浦滨江进行生物多样性课题研究。这
儿的优质生态吸引了数十种鸟类、兽类，甚至
不乏部分在中心城区很难看到的野生鸟类。

他表示，这其中离不开市民志愿者的努力，共
同出力保护生态环境。

滨水公共空间的治理， 离不开沿岸企事
业单位、居民区。两个多月前，苏州河上海中

心城区42公里岸线最后一个“断点”———普陀
区中远两湾城段顺利打通。 近5万名常住居
民、4个居委会……这个市中心体量最大的小
区，一票一票争取到了居民的支持。未来，这
些投票居民也将变身滨水空间治理者。

《条例 （草案）》 拟明确， 对涉及滨水公
共空间规划、 建设等重大事项， 有关部门应
当征求沿岸企事业单位、 住宅小区的意见，

并采取多种方式， 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针对
一些具体的管理细则， 就可以 “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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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系到每个人生命健康的
疫情防控战，正在持续进行着。

与医护人员一同奔赴战 “疫”前
线的，还有一批消毒机器人。 在去年
疫情最为吃劲的阶段，位于浦东张江
的上海钛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紧
急调配数百台消毒机器人发往武汉，

对医院隔离区、 缓冲区等进行 7×24

小时消毒作业，极大弥补了医护人员
紧缺的短板，为控制院内感染风险作
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这些“钢铁侠”本身百毒不
侵，但它们身后，站着一个个时刻保持
清醒的工程师， 不仅要冷静处理随时
出现的险情，更要审时度势改良机器。

苏至钒是钛米的一名工程师，回
忆起那段光景，每天与时间赛跑的焦
灼仍清晰可感。 数不清的白昼，他带
领团队细究每一处部件、调整每一条
线路，更有人冲到抗疫一线。 苏至钒
深知，疫情是一场突击考验，更是加
速产品落地、发现问题并加速更新升
级的催化剂。

“新兵”奔赴一线，连展
品都被征用

去年春节之前，有着职业敏感的
苏至钒每天都会留心疫情信息。不出
几日，来自武汉一家大医院的紧急请
求，让钛米上下都绷紧了神经。 当时
因对病毒特性不明，医院不能冒险直
接让医护人员实施消毒作业，便决定
求助于“机器人”。

彼时， 钛米正以技术为引擎，践
行着创业初心———机器人和医疗场
景深度结合，消毒机器人就是其三大
核心业务之一。

苏至钒介绍，2019年， 钛米推出
国内唯一获批上市的医疗消毒机器
人。它能集成超干雾化过氧化氢、紫外
线消毒、等离子空气过滤等消毒方式，

可以满足防疫需要，做好环境物表、流
动空气的消杀工作。 机器人全程智能
操作，人机分离，可保障人员安全。

此前，这款机器人还处于市场导
入期，在武汉一共部署了6台。但疫情
当前，医院的消毒压力陡增。除上海、

武汉外，其他城市的多家医院也纷纷
紧急求援，求购钛米消毒机器人。

急！急！急！当时已临近春节，零件供应商基本放假，物流企
业几近停摆。但紧急之下，容不得差池，更何况是与疫情战斗、与
时间赛跑。 在苏至钒的带领下，大家迅速冷静下来，组建一支应
急行动小组，从生产、运输，到售后、培训等，进行全方位准备，尽
可能把库存的零件用尽， 提高产能， 就连展厅里的样机也被征
用。 就这样，第一批发往武汉的消毒机器人集结完毕。

但工程师们还没来得及喘息， 就投入到了新一轮的研发任
务中。随着对疫情认知的逐步深入，苏至钒和同事们在去年 2 月
着手研制 2.0 版本，并把 1.0 版本市场反馈过来的问题，以及一
些良好的意见融合到新产品设计中。 升级版消毒机器人更适用
于大场景应用，如发热门诊等处，可拓展至 1000 平方米以上。

那么，消毒机器人本身是否会携带病毒，造成病毒二次传播
呢？工程师用大量实验打消了这一顾虑。他们将带菌布片放在消
毒机器人身上，实验证明，机器人不会携菌。事实上，机器人周围
的消毒剂浓度是最高的。

更大一盘棋，挖掘未来医院的无限可能

推动“机器人+医疗场景”落地，就是要解决需求“痛点”，这
无疑是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苏至钒以消毒机器人为例，传统场景下，消毒过程多依靠人
工擦拭，结果常以“打勾”确认完成，难以进行准确的量化考核。

以需求锚定目标，消毒机器人乘势而至。 尤其在当下，凭借无接
触、全天候、后台实时记录等天然优势，未来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对于钛米来说，像这样用技术照进现实的例子还有很多。

甲状腺癌术后残余病灶治疗中， 离不开放射性 I-131。 然
而，患者服用治疗剂量后，对医护人员等密接人群易造成潜在辐
射危害，必须在一定时间内隔离。 传统场景下，为了减少对医护
人员潜在的辐射危害，医护每次进病房都要穿上铅衣。

如何把医护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苏至钒和团队进行了攻关。

最终，一款服务于核医学科病房的机器人应运而生。 这款机器人
会自动前往每一个隔离病房，呼叫患者姓名后通过人脸识别确认
患者身份，然后自动进行体温、血压、甲状腺摄碘和辐射残留等生
命体征监测。 同时，机器人能在治疗过程中强化对病人的宣教，通
过主动与患者交互，将枯燥、难懂的医疗护理知识变成动画场景
中的语音问答，实现更好的宣教效果。 不久，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率先在核医学科引进钛米机器人，不仅为患者带来更精准的服务
和良好的就医体验，更减少了医护人员的职业伤害。

钛米还瞄准前沿，坚持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
智慧化医疗服务创新应用， 并入选国家首批 5G 医疗医用优秀
案例应用。苏至钒介绍，钛米已携手合作伙伴在仁济、华山、中山
等上海著名三甲医院聚力打造 5G 智慧医院， 在医院信息化建
设、医疗大数据、智慧医疗等方面展开深度创新性研发工作，挖
掘未来医院的无限可能。

拒绝“大数据杀熟”，上海给数据“立规矩”
同一家酒店、同一种房型，价格却“因人

而异”，差价能达百元……日常网络消费中，

消费者时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价格套
路”，背后则折射着“大数据杀熟”。 上海，正
试图从地方立法层面根治这一 “顽疾”。 昨
天，《上海市数据条例（草案）》提请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二审，与会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公众代表等纷纷表示，对交
易价格等方面的“差别待遇”要厘清职能部
门职责，避免出现“无人管”的现象。

据介绍， 《上海市数据条例 （草案）》

是上海主动适应社会对数据资源利用新需
求而创设的一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将有助
于促进数据流动， 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保驾护航。

为何产生大数据 “杀熟” 现象？ 这源
于个别企业对用户数据的 “滥用” ———把
基于大数据算出的用户画像用于所谓 “精
准营销”。

不少代表在此前公开征询意见中均谈
及这一问题 。 就拿 “点外卖 ” 来说 ， 在
“算法之手” 推动下， 一些老顾客被视作黏
性更高， 即便在同一家店， 也可能被匹配
到更高价格。

《条例 （草案）》 讨论过程中， 数据处
理人的 “权限” 成为讨论焦点。 不少市民
在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 要对一些互联网
企业的 “差别待遇” 进行管理识别。 人大
代表也纷纷表示， 由于数据管理具有跨领
域特征， 要界定相关部门职责。

同样， 在手机上安装应用软件， 许多
人会遇到如下情形———弹出隐私协议让你
“打勾”， 一旦选择 “不同意”， 应用软件的
许多功能便无法使用。 面对 “霸王条款”，

许多人默默吃下哑巴亏。

对此， 《条例 （草案）》 拟明确 “严保
护” 理念。 审议过程中， 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一致认为， 充分保障自然人的知情权很
关键， 要从顶层制度设计中前置化解有可
能引发的矛盾纠纷。

上海正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数
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 被赋予更多期待 。

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好数据资源， 也成为
此次数据立法中的关键。

“这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平
衡，” 全国人大代表、 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

副主委邵志清说， 从政府到企业， 不同主
体在数据开发利用中的角色各不相同。 他
特别关注到了上海在规范数据开发方面的
一系列创新探索 。 譬如 ， 目录清单管理 、

分类共享机制、 授权开放运营等。 而反映
在此次 《条例 （草案）》 中， 拟针对公共数
据开放清单作出一系列规定， 包括明确数
据开放范围、 类型、 条件和更新频率等。

邵志清认为， 一系列制度设计， 都是
为了让数据在安全前提下高效流动。 其中，

实现数据要素的 “可用不可见” 尤为关键。

所谓 “可用不可见”， 指的是数据开发利用
主体在不直接接触原始数据的前提下， 通
过传输需求和部署算法而得到计算结果 。

这样一来， 数据得到充分利用， 安全系数
也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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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工程师

北外滩老小区养老院“耕新”成社区活力空间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日前，去“耕空间”

听秋季养生讲座的贾阿婆，领到了一块糕点。

自从小区的“耕空间”改造开放后，贾阿婆隔
三差五就来这里邂逅“小惊喜”———认识新伙
伴、掌握新技能，甚至参加“新工作”。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
年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久耕小区， 打造了嵌
入式养老公共空间 “耕空间”。 经过近一年
的打磨， 这处 “家门口、 楼里面” 的养老服
务空间 ， 不仅成了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
“社区会客厅”， 更成为小区居民自治共治的
活力空间。

今年 70 岁的贾阿婆对“耕空间”并不陌

生。这里原本是久耕小区的一家养老院，贾阿
婆曾在此担任照护员。 当时， 养老院地处一
楼，狭隘阴暗，人待久了容易压抑，老人多是
“实在没办法了才来”。

去年 3 月， 北外滩街道邀请专业团队进
行规划设计，不仅在入口增设了无障碍通道，

调整空间布局形成多个功能房， 并配上适老
化设备，还以“桃花源”为设计思路，用粉色、

明黄色、原木色为主色调，用拱廊和高窗“提
亮”空间。“现在一进来就感觉心情舒畅，就想
多待会儿。 ”贾阿婆笑着说。

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耕空间” 不仅提
供为老助餐服务， 还安排专业团队授课。 目
前，这里的日常课程已达 12 个类别，比如，手
机课从最基础的操作，“升级” 到短视频制作
发布；根据节气更替安排营养课程等；外聘市

妇联心理热线接线团队专家，提供邻里纠纷、

婚姻家庭、隔代教养等方面的咨询。

“硬件+软件 ”的提升 ，让 “耕空间 ”的用
户黏度越来越高。贾阿婆说，在这里认识了好
几名邻居，大家定时在小花园集合，结伴参加
活动。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她学到了书法、视
频制作、手语等知识，与孙辈之间也有了更多
共同话题。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卓越工程师小传
苏至钒，男，80 后，现任上海钛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围绕智慧医疗场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生产多款
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案。 在消毒、配送、隔离病房服务等领
域，让机器人纷纷走上防疫一线。 2020 年，在市总工会、市
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共同主办的上海市
“智慧工匠”评选中，苏至钒获得提名奖。

▲陆家嘴南滨江驿

站内的 AED。

荨配置了 AED 的水

岸汇·云建筑。

■本报记者 王嘉旖 王宛艺

■本报记者 王宛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