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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跨界合作推动数字化转型，在创新池放入“鲶鱼”

数字化，如何为生活“锦上添花”？

■记者 高靓 文/摄

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连
续举行的体育赛事不断点燃市民的
运动热情。

5月29日上午，一场城市定向户
外挑战赛在杨浦滨江启动，450名运
动爱好者用脚步丈量城市；当天，“庆
六一”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开放
日活动杨浦分会场在杨浦体育馆拉
开帷幕，诸多亲子家庭共享运动的快
乐。30日上午，位于国浩路的新江湾

城滑板公园内也是热闹非凡，2021年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极限运动音乐狂
欢节在此举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极
限视听盛宴。

此次赛事共有近 300 名选手报
名参加。比赛共分为 4 个项目 14
个小项，包括滑板、自由式小轮车
等。滑板项目可谓看点多多，碗池
里，选手们通过倾斜的池壁滑行，
并随之做出各种腾空、抓板、翻腾
等动作。9 岁的小选手马栎栎驾轻
就熟，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赢得了

阵阵掌声。“从小就很喜欢极限运
动，平时周末都会来新江湾城滑板
公园练习，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小
伙伴，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非
常快乐。”马栎栎说。

虽然本次比赛因疫情防控要
求没有对外开放，但现场气氛相
当热烈，欢呼声不断。街舞项目
的加入也让比赛的吸引力更胜一
筹，选手们不断挑战极限，随着动
感的音乐，将全场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

■记者 毛信慧

8.2 平方公里区域内，汇聚了
4000多家企业、70余个平台、15万知
识工作者，“大创智数字创新实践
区”已被列入七个市级数字化转型
示范区之一。如何让这个“创新池”
里的各项创新要素充分流动起来，
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驱
动力？

园区提供舞台，政府搭建平台，
企业是创作主角，市民是重要的参
与 者 和 体 验 者 ……5 月 23 日 ，由
AECOM与脉策科技联合主办的“数
字创想家”暨大创智数字赋能工作
坊在大创智落幕。两周时间里，60
名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行业的精
英齐聚一堂，开展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跨界合作。

不少灵感来源于市民
的日常生活感受

智慧噪音预警系统、智慧共享停
车系统、大创智楼企一点通、未来社
区场景集成平台、写字楼楼宇资产预
估与证券交易平台等……从发现问
题、提出思路、产生方案到解决问题，
学员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学习与头脑
风暴，探索出一系列关于未来城市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当天的答辩展
示环节，10支队伍分别围绕经济数字
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公共空
间资产化和未来社区场所与场景数
字化等方向，提出了丰富多样的场景
研究与技术方案设计课题。

城市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
市民、市场三方的共同作用。城市
是主场、企业是主体、市民是主人。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入选的 10 个方
案中，有不少灵感来源于市民的日
常生活感受。“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
历，当你熬夜赶工后想好好休息时，
突遇邻居装修，巨大的噪声让你寝
食难安；安排了重要会议，却遇上工
地施工，讲话全靠吼……然而这一
切突然发生后，损失无法弥补，问题
难以解决，监管部门难以实时管
控。”正是基于这样“深受其害”的日
常体验，霍冰凌和她的小伙伴们设
计了一款智慧噪音预报系统。

团队聚焦噪音对周围居民产生
的影响，收集五角场区域噪音数据，
创建了一个面向居民、企业、施工方
和物业管理部门的噪声预警平台，以
实现预知潜在噪音受害者、规范施工
方施工时间、监管部门实时监控，提
升城市噪音管控效果的目的。

团队中，既有工作了几年的资
深职场人，也有高校学生。从互不
相识的陌生人，到合作无间的创新

团队，这其中经历了不少磨合。“期
间，主办方也提供了不少支持，包括
线上课程、面对面培训，同时它为我
们的项目准备了丰富的数据库，我
们如果需要资料也可以和主办方提
出来。”霍冰凌说。

形成创新要素流动的生态
日前，杨浦召开城市数字化转

型推进大会。会上公布了《打造
上海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全面
推进杨浦区城市数字化转型行动
方案》和《全力打造长阳秀带，实
现在线新经济产业跨越式发展行
动方案》，同时发布了十个“揭榜
挂帅”数字化解决方案应用场景，
并成立了杨浦区城市数字化转型
专家智库。

“大创智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
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充满活力的社
区氛围，大创智数字赋能工作坊有
助于在政府、行业、园区、关联企业
之间形成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结
合政府、高校、企业、社区推动的数
字要素，打造‘三区联动’的数字化
升级版。”杨浦区科委信息科科长王
瑄是本次活动的评委，从这些天马
行空的项目中，她看到了数字化转
型落地的可能。

据悉，后续主办方将推动优秀项
目进一步深化，帮助其对接投资方、
需求方，探索项目落地的可能性。

2020 年，大创智区域年度总营
收超过2800亿，形成了商贸服务业、
信息服务业、设计服务业等优势主
导产业，以及智慧医疗服务业等新
兴培育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给了我们
很多动力，带给我们很多挑战。”作为
一家工程设计行业的国际巨头，
AECOM公司既是本次工作坊的参与
者，也是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对于为
什么要投入大量资源，鼓励和支持这
种打破壁垒的跨界创新，公司亚洲区
高级副总裁刘泓志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不管是城
市发展，还是行业发展，当今面临的最
大的挑战不是在技术和服务内容的深
度上，而是横向和不同技术领域的结
合。这些结合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行
业发展的突破点，也是城市发展的突
破口。城市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不
是单一的技术领域能够解决的，必须
要有跨技术领域的解决方案。”

刘泓志说，最终的目标，是希望
能在大创智区域搭建一个平台，形
成一个生态，让创新的要素流动起
来，企业能在需要的时候对接到合
适的资源。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
要将外部的“鲶鱼”引入创新池。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你好，我是社区医院的
护士，我的护士证快要过期了，需要
办理延续业务，但是这几天我实在
没空到窗口来，请问怎么办？”近日，
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的
工作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
的秦女士听上去很着急。

原来，秦女士是定海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现在每天在
疫苗接种点为市民提供接种服务，
眼看护士证快要过期，但又没时间
到窗口办理业务。

“您好，秦女士，现在护士延续可
以在网上办理了，您不需要到窗口
来。首先登入‘上海一网通办’，打开

‘随申办APP’，选择杨浦区，部门选
择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然后选择
需要办理的业务，点击立即办理，最

后填写个人基本信息，上传资料点击
提交，我们后台就能看到这笔业务
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秦女士很
快在网上办妥了护士延续。“现在‘一
网通办’的不见面办理真的太方便
了，为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
改革，持续推进“双减半”，打造无纸
化办公新模式，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的
支持下，区卫健委全面推行“一网通
办”“全程网办”，目前公共场所、医疗
机构、医师、护士等变更和延续均已
实现“不见面、零跑动、零材料提交”。

在此基础上，区卫健委还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新冠疫
苗接种期间，推出双屏电脑“面对
面”、热线电话“点对点”、深入机构

“察民意”等举措，切实为市民提供
优质服务，也为“无人干预”一网通
办模式打下扎实基础。

■记者 成佳佳

本报讯“我一直担心公证可能
办不出来了，没想到不用我自己跑，
你们就帮我解决了问题。”不久前，杨
浦居民赵某因出国定居需要，前往杨
浦公证处申办出生公证。然而赵某
系其父母收养，相关证明一时间不知
从何查找。而令赵某意外的是，千头
万绪的公证程序在公证员的帮助下
都顺利办妥了。

近期，杨浦公证处扩大代取证
范围的举措，为确保当事人顺利办
妥定居手续，公证员接受赵某委
托，借助信息数据共享查阅了赵某
父母的婚姻档案资料，并亲赴其出
生落户的派出所调取了赵某的《出
生证明存根》等落户证明材料，多

次向其父母、舅舅等家人联系了解
确认情况。在经过审查确认亲属
关系后，杨浦公证处为其出具公证
书，并为赵某与其养父母办理了亲
属关系公证、《出生证明存根》复
印本与原本相符予以佐证，保障其
可以顺利使用公证办理相关定居
事宜。

杨浦公证处负责人介绍，随着
专项治理的逐渐深入，杨浦公证处
认真梳理群众办证过程中的难点
堵点，将专项治理与深化公证领域

“放管服”改革相结合，主动转变工
作思路，推出进一步扩大代为取证
范围举措，将公证服务向前延伸，
由原来仅对继承公证提供代为取
证服务，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公证事
项，通过公证“多跑腿”努力实现当

事人“零跑腿”，扎实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

这一举措推出以来，杨浦公证
处进一步充实整合业务保障部的调
查取证力量，规范公证员接受委托
调查流程，同时通过印制易拉宝、扩
大宣传等形式广泛发动，在日常接
待中积极根据当事人委托授权、线
索提供，主动承担调查取证工作，代
为到相关部门调取证明材料等，进
一步减轻了群众取证负担以及时间
精力成本，以暖心的便民服务赢得
群众点赞。

据悉，下一步，杨浦公证处将继
续拓展公证便民、利民各项举措，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得有声
有色，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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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视听盛宴来袭

护士证快过期了，没时间到窗口办，怎么解决？

“不离岗不见面”也能办
千头万绪的出生公证程序是怎样办成的？

服务向前延伸让群众“零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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