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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均处理2.55万吨生活垃圾、

收发1025万件快递、完成超过74.5万次

诊疗、公共交通运送1399万人次、各港

口吞吐货物212.7万吨……海量数据背

后，无不在表明，超大城市治理，历来是

一道世界级难题。

搞好城市治理，关键是要抓一些“牛

鼻子”工作。近年来，上海全面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以“两张网”——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

应用为“牛鼻子”，不断推动治理模式和

治理体系颠覆性变革，精准服务好2500

万市民，高效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无论是“一网通办”还是“一网统

管”，其建设和发展过程均体现了互联网

思维——小步疾跑、快速迭代。未来，这

样的迭代升级还将持续，比如如何让数

字化治理更有温度、惠及更广泛人群，如

何汇聚成长为一个动态完善、越用越好

的体系。未来，这份“上海答卷”将持续

完善、更加精彩。

“超级二维码”使用次数
逾146.5亿次

9点30分在医院完成驾驶员体检，9

点31分就在12123App上查到体检记

录，9点40分提交照片，10点钟就收到短

信，驾驶证已寄出……短短半小时，廉女

士就完成了驾驶证期满换证的操作。

“‘一网通办’体验特别好，全部在线

操作，真是令人惊喜。”廉女士在朋友圈

分享的感受，引来众多点赞。

自2018年上海启动“一网通办”建

设以来，从“能用”起步，到逐渐变得“好

用”，现在正向群众“爱用”进发。经不断

迭代升级，“一网通办”的体验度正如廉

女士的感受一样，越来越接近于“让老百

姓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当下，无论是查核酸检测点、测核

酸、扫场所码等，还是乘坐地铁公交、办

居住证、查“三金”等，打开手机，大家的

第一选择是点击以“随申办”App或小程

序为代表的“一网通办”各类应用。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

“一网通办”实名注册用户超7396.59万，

法人用户超290.2万，总服务人次超过

430.79亿；服务方面，“一网通办”已上线

全程网办事项3556项，今年日均办件量

约23万件，累计办件量达2.64亿件；越

来越多市民和企业习惯“指尖上办事”，

全程网办率达74.38%，比去年提升4.8

个百分点。

“一网通办”建设4年来，大量应用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如何让老百姓

更方便用、更爱用？“化繁为简”是一个重

要思路。目前，“一网通办”正推进基于

“随申码”的一码通办、一码通行，即把

“随申码”作为个人及企业的数字身份识

别码，拓展场景应用，提供个性化服务。

市民扫“随申码”就可以看病就医，

目前已覆盖400多家公立医院；“随申

办”在全国率先实现“随申码”与地铁、公

交乘车码“三码整合”。截至目前，“随申

码”使用次数超146.5亿次，“随申办”移

动端月活峰值超2363万。“随申码”“随

申办”已成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超级

二维码”“超级应用”。

“自然无感”是数字化治
理最佳状态

如果说，“一网通办”聚焦政务服务，

更多面向市民群众，那么“一网统管”则

侧重政府管理，面向城市运行尤其是基

层治理。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位于衡复历史

文化风貌区东段，辖区内沿街商户、老旧

公房众多，违规装修、施工扰民等现象时

有发生。街道不断创新丰富“一网统管”

应用场景，推出了“装修全流程”App，即

把辖区内装修工程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

管理，实现装修前备案、装修时巡查以及

装修后竣工销项的全流程监管。

今年7月，瑞金二路街道第二城运

工作站通过“装修全流程”App，发现南

昌路248号门前有工人占道施工，致使

行人无法正常通行。巡逻人员马上拍照

上传，系统自动派单至属地城管部门，城

管中队5分钟后抵达现场，当场责令整

改。居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发现，这一

问题就被消弭于无形。

“‘自然无感’是数字化治理的最佳

状态。”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主任郑磊认为，“关键就是要把功夫做在

底层和事前。”

无论是台风天里南京路步行街广告

牌上的传感器，还是防范高空抛物的智

能终端；无论是马路上的智能窨井盖，还

是低洼区的水位报警装置……“一网统

管”更好助力基层做好精细化治理。不

久前，上海召开深化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一网

统管”要更加敏锐敏捷，真正做到实战中

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一网统管”已嵌入城市运行的方方面

面。截至9月底，依托分布在全市的1.9亿

个智能物联终端、千万市民的“随申拍”以

及12345不间断热线，“一网统管”将气象、

交通、安全等8个方面、435个类别、1万多

项指标纳入其中，每天汇聚超10亿条数

据，让超大城市运行变得更加“透明可

控”。整个体系已支撑全市超过72个部

门、220多个系统、1202多个解决问题的应

用，形成了城市神经元感知体系，时时刻刻

感知着“城市生命体征”。

不断推动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颠覆性变革，未来还将持续迭代升级

“一网通办”便利政务服务，“一网统管”赋能基层治理

“两张网”：数字化带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本报记者 陆益峰

电力架空线和信息管线入地、合杆

整治、雨水改造、道路综合改造，当四项

工程集中在一条马路上进行时，如何理

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交替？

浦东新区源深路工程给出探索：对

施工周期、时序、方案、工序进行统筹，尽

量一次性围挡，一鼓作气完成。这项“大

动干戈”的工程，从去年年初“被频频投

诉”到如今“反响较好”，市民态度的转变

折射了治理的成效。

源深路工程的统筹实践是浦东新区

掘路计划探索的缩影。基于此，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精细化办）、市交

通委用“两张网”赋能统筹“算力”：以“一

般项目挖掘道路施工一件事”（以下简称

“掘路一件事”）加强计划管理、优化审

批，助力形成掘路项目库；推进开发“马

路拉链治理”场景，接入掘路计划、许可、

施工等信息，以及水、电、气、信息管线等

开挖计划，有效衔接事前审批，统筹事

中、事后监管。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全市已列入“一年实施库”的掘

路计划涉及道路1976条；同步推动水、

电、燃气、通信等部门申报三年掘路需

求，建立“三年储备库”，超前规划、统筹

计划同一路段、相近时间的各类道路挖

掘需求，预先会审道路挖掘面积和施工

时间，形成最佳“排片表”，尽力将掘路安

排在同一路段同一时间。

长期关注“马路拉链”问题并提出建

议的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这样评价：从问

题源头着手解决，值得点赞。

统筹：算力赋能“掘路一件事”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排摸痛点、认清

难点。譬如，以源深路杨高中路附近路

段为例，“雨污水管管径大，工序上需要

先实施地下4米深的雨污水管敷设，再

进行地下2.5米深的电力排管敷设。”源

深路道路综合改造工程负责人告诉记

者，“但电力排管和雨污水管并不在同一

条车道，意味着电力排管前要对之前‘开

膛’的车道进行修复。在周边居民眼中，

这种情况即为反复开挖。但施工并非同

一项目，也不在同一处。”

他表示，如果提前统筹，“就能在具

体施工时增大围挡的范围，比如对四

条机动车道的马路，从原来对一条机

动车道进行围挡扩大到封闭一半马

路，一次性完成雨污水管和电力排管

的敷设。”

统筹方案细致到何种程度？浦东新

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举例，有些道路的

雨污水管要做顶管井，“我们甚至会精确

到计算其收口，避免重复掘路”。

有效统筹的前提是清晰排摸地下管

线情况。许丽萍在调研中发现，部分路

段地下管线排布相当复杂，不开挖无法

摸清。浦东新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有此类现象存在，但已探索出行之有

效的解决方法，“一方面要求相关方做好

管线交底，另一方面会前置开样洞，帮助

确认预定方案能否顺利实施”。

统筹环节中，数字赋能最关键，力求

最大程度算无遗策。

“掘路一件事”为这种“算力”提供了

应用场景——以此，道路管理及时掌握

挖掘申请和审批，利好面上统筹，合并相

同时间或路段的掘路计划；交警部门也

可提前优化组织交通方案，减少占道施

工时间。

监管：节省资源也杜绝扰民

如果说统筹是对工程队进场、作业

流程的约束，那么对“马路拉链”治理模

式的开发则是对施工过程的有效监督。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精细

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探索“两张网”

贯通，实现数据充分接驳，“希望将整个

流程衔接起来，方便监管是否文明施工、

是否因夜间施工造成扰民等问题”。

譬如，根据对实时数据的掌握，将信

息发送给定点网格化巡查部门，“告诉他

们某地属于重点巡查区域，要开始施工

了，可给予关注。”由此避免施工尤其夜

间施工造成扰民；并确保施工方严

格按照计划表还路于民。

去年8月，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委（市精细化

办）参照浦东新区道路

挖掘监管系统模式，

在“市城市管理精

细化平台”开发

了“马路拉链治理”场景。目前已建设完

成了市、区两级道路管控、掘路项目统

筹、掘路联审、批后监管、文明施工等有

关监管功能；导入了2022年度全市掘路

计划数据（未统筹）1976条和管线交底卡

数据1337条。

“两张网”接驳的便利将进一步体

现——有效节省资源，不会因多头立

项造成财政以及行政资源上的浪费；

减小对掘路周边市民干扰：将工程一

次性完成，减少噪音。

算力赋能巧解“马路拉链”痼疾
■本报记者 苏展

“一网通办”

实名注册用户超7396.59万
总服务人次超430.79亿
移动端月活峰值超2363万

“随申码”使用次数超146.5亿次

“一网统管”

纳入1万多项指标

每天汇聚超10亿条数据

上海市城运中心大厅内，工作人员正紧张忙碌着。 （市城运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