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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编者按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智能社会的“杨浦探索”与“杨浦实践”，为如火如荼

的“科技热”带来了多元视角的“冷思考”。
无论是为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筑牢“安全防线”，还是让政务服务“跨越山海”，为办事人

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城市治理迈向“智理”，最终是服务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而打
造智能社会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科技创新，从娃娃抓起”，在今年暑期的夏令营可见一斑，
不少杨浦小囡开启创意之旅、筑梦之旅，希望在未来“一起用科技创新改变世界”。

7月20日，十一届区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杨浦区委关于贯彻落实十二届市委三
次全会精神 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推进杨浦创新发展再出发的意见》
（简称《意见》）。《意见》的核心内容是“创新四力”，其中，全过程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力是核心。

杨浦与同济大学强强联手，激活创新“第一动力”，全力探索未来智能社会治理的“杨浦
方案”。在这个“杨浦方案”中，高科技为“基座”，活力与人文温度互为映衬，美好的“智慧生
活”创新发展再出发。

“减负”与安心

戴明芳今年69岁，是长白新村街
道的一名高龄独居老人关爱员。往年
的高温天，她几乎天天要跑 40 多户，
其中辛苦可想而知。如今，智能技术
为她的工作“减了负”。“我轻松多了，
万一忙不过来，AI系统会打电话通知
我。”戴明芳说。戴明芳口中的“系统”
就是智能水表监测系统。

家住内江路的 80 岁独居老人夏
林娣，和戴明芳是老朋友。夏林娣告
诉记者，偶尔遇到腿脚不利索、生活不
便的情况就会打电话向戴明芳求助，
自从更换了智能水表，并且通过居委
会工作人员上门签署“独居老人智能
水表监测同意协议书”后，觉得更安心
了，“这对我们独居老人很负责。”

长白新村街道已启动独居老人智
能水表监测试点，这套系统与每日用
水量挂钩，可自动预警。目前纳入该
系统的共有128户独居老人。

近日，记者来到长白新村街道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大屏中，老人的地理
位置一览无余，点击其中一处便能看
到老人的具体信息。左边依次显示年
龄分布、监测情况、预警情况及处置情
况；右边则从时间、空间及个体不同层
面进行数据分析。

街道工作人员汪舟介绍，如老人
家中 24 小时用水量低于 0.01 立方米
或高于2立方米，后台AI系统都会自
动发出预警，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家属，
同时将预警短信发送至居委会干部或
关爱员的手机，通知其联系探望，避免
险情发生。任何预警都须经家属或社
区干部上门探望后，通过智能终端设
备系统确认才能形成工作闭环。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预警效率，
街道还开发了特殊情况的打标功能，
当老人入住养老院、出门旅游时，可在
系统中改变监测方式，以旅游为例，可
设置为 5 天不预警用水量过低，最大
限度考虑了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况，
增强智能场景的实用性。

“辖区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占比近

41%，独居老人超2000名”，在长白新
村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蔡莉英看来，
在社区老年人基数日益庞大的背景
下，智能水表监测系统是社区适老化
改造的有效探索。

便利与“加速度”
汪女士在福建三明经营着一家餐

饮店，随着沪闵两地合作交流的升级，
汪女士想把店铺开到上海。“之前考虑
过很多地方，最后看到新闻，杨浦有一
座上海三明大厦，正是宣传我们沙县小
吃的平台，所以就选择把店开在杨浦”。

7 月 17 日，远在三明的汪女士通
过杨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远程虚拟”
窗口，完成了特殊企业登记注册。据
了解，这是杨浦与三明跨省合作以来
完成的首单企业登记注册事项。

“以前，营业执照‘跨省通办’虽可
借助网上登记系统，生成企业设立登
记所需的申请文书等材料，但因各地
标准不同，企业为了登记注册成功，还
是倾向于在线下提交申请材料。”杨浦

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为解
决这一问题，杨浦首创“跨省远程虚拟
窗口”。“通过‘屏对屏’的方式与远在
三明的办理人实现面对面沟通，指导
她填写登记表单，再通过设备上传。”

今年 5 月，杨浦与三明正式建立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伙伴关系。
截至6月底，已实现公司设立登记、个
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失业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等85项企业、个人高频事项的
跨省办理。

据悉，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在杨
浦落地发展，杨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将
专门建设一支“中小企业帮办服务队
伍”，提供一对一贴身代办服务；并通
过数据共享，避免材料的重复审核，通
过相互授权实现政务中心与企业驻地
业务双向办理，让办事更加省时省力。

无需“多地跑”“折返跑”，是“跨省
通办”的便利。不出家门、当天办结，
则是“当日达”跑出的“加速度”。

王女士家住浦东新区，晚上 9 点
在随申办申请办理就医记录册更换，
新江湾城服务点于次日上午 8：42 受
理制册，并于10：00由快递送出，王女
士傍晚 6 点下班到家，崭新的就医记
录册已经完成配送。

2021 年 1 月至今，新江湾城街道
受理、办结 PC 端、移动端申请的“一
网通办”业务 16200 余件，其中“当日
达”约14300件。

未来，杨浦将继续优化“一网通
办”服务事项的办前告知与办结回访，
力争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也不跑”
转变，为居民群众和企业提供更智能
化、高效化的服务。

对话与蓝图
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技

与人文——共筑无障碍智能社会”论
坛上，聚焦智能科技赋能未来健康，杨
浦区内企业分享了不少生动案例。

作为上海北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
区域之一，杨浦的生命健康产业初具
规模。日前，杨浦区生命健康产业研
讨会在湾谷科技园举行。企业、研究
机构、高校、杨浦区相关政府部门开展
对话，“共绘”杨浦生命健康产业的发
展蓝图。

杨浦高校资源、临床资源丰富，且
汇集了一批领军人才，具备了研发所
需机构和平台。思路迪生物医药（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磊指出，杨浦需
要关注产业集群定位，推动人才政策、
环境影响评价政策、股权投资政策落
地，提高业务部门的专业性；

上海星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飞霞以自贸壹号与苏州生物医
药产业园（BioBAY）为例，指出产业聚
集的最快方法在于引入医药外包服务
（CXO）。她建议，杨浦应充分发挥自
身高校人才与医疗资源汇集优势，细
化生命健康产业方向；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张继国则建议杨浦关注新生代
数字化、智能化企业，以企业之能助力
中国生命科学创新……

围绕复旦、同济、上理工等高校及
科研院所，杨浦正在全力推动“AI for

science”创新与转化中心、上海市高端
医疗装备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目
前，全区已集聚生命健康企业近 300
家。下一步，杨浦将出台生命健康产
业扶持政策，重点支持数字健康和高
端医疗器械等领域，依托区位优势、产
业优势、平台优势、大学和人才优势，
加速构建生命健康产业生态系统。

创意与“筑梦”
“猜猜，这是什么？”日前，同济大

学设计创意学院Fab lab内，Fab lab运
营负责人薛喜荣拿出了一个看似手表
的小型装置，吸引了一群孩子的目
光。这些孩子来自同济大学附属新江
湾城实验学校、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实验中学，当
天，他们在此开启了一场创意之旅。

“我们总认为树木是强壮而坚固
的，但其实树木有许多运动。它们生
长、移动、因风而倾斜，但我们几乎看
不到，因为对树木来说，时间的流动比
我们人类感知时间的方式慢得多。这
一切都发生在非常缓慢的运动中，这
就是树的时间”，从薛喜荣的口中，孩
子们得知，原来，树也在运动，而这个
装置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学生高
世涵发明的“树字延时（Tree lapse）”
设备，用于记录树的运动。

薛喜荣介绍，“这个设备就是模拟
延时摄影技术概念来记录树的超慢速
运动。产生的数据将被保存在TF卡
上的日志文件中，由此创建一个由树
木生成的数字延时。”

这个“开场秀”大大激发了孩子们
的兴趣。接下来，3D打印、镭射切割、
人工智能、VR、AR等“好戏连台”，这
场创意之旅让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
实验学校学生邹汝勤流连忘返，“在这
里，我还看到硬质的木材可以变成柔
软弯曲的造型，废弃的咖啡杯、咖啡渣
可以制成时尚的创意画……真是处处
充满了创意。”

陆地上的树会运动，而海洋中的
很多生物都会发光，这是为什么呢？
在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一群孩子围
在“全息幻影成像”的巨型环屏前，馆
内的高中生讲解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
解答，“这是一个至今未破解的谜题，
科学家们猜测，也许是为了捕食，也许
是为了驱赶捕食者。”

参观深海探索馆，只是同济大学
2023年中学生科技夏令营的一项“日
程”。夏令营期间，孩子们可谓“马不
停蹄”，到污水处理厂做VR虚拟仿真
实验；在中德工程学院实验室，进行智
能小车模型组装及功能调试；就气候、
生态等话题开展深入讨论……本次夏
令营对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生冯
雨茜来说，是一次“筑梦”之旅，“未来
属于科技创新的我们，让我们一起用
科技创新改变世界。”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曾俊
侠告诉记者：“来到同济大学，感受到
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创新氛围，通
过这次夏令营，我对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地理、生
物，也帮助我进一步思考未来的专
业方向。” ■沈莹 毛信慧 严姝雯

社会“智理”，如何“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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