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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联普陀运营中心运行的“智慧大脑”。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45个应用类型，铺设完
成10万个点位“神经元”，覆盖全区
十个街镇。近日，普陀区正式推出了
政府智能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利用这
一区级“智慧大脑”，将提升普陀城区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走进“智慧大脑”所在的智联普
陀运营中心，一台巨大的显示屏映入
眼帘，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最新接收的
信息：三维地图的一个个点位显示着
传感器的位置，23类传感器的报警状
态清晰可见，当天报警数量、派单数量
和处理完毕数量则用不同颜色标记。

这里是智联普陀的中枢神经，它
“嗅”得到烟雾、“尝”得出水质、“看”得
到危险，所有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

普陀区介绍，相对于此前单个
场景或小范围应用的社区大脑，此次

“智联普陀”区级大脑拥有更加完整
的体系架构。它由1个城市大脑、2
张专网、3级平台、4级应用，以及海
量传感器及与之配套的处置流程，构
成了“1、2、3、4+X”体系。

其中，遍布全区的前端发现传感
器和摄像头是基础，决定了智慧平台
能否及时发现突发事件。

截至目前，首期打造的45个应用类
型，10万个点位已铺设完成，覆盖全区
十个街镇，涵盖公安、消防、市场监督、河
道、民政、绿容等10多个专业条线，满足
消防安全、电梯运行监测、居家养老、垃
圾处置、水质监测等多维度需求。

这些传感器如同人体内无数个“神
经元”，能感知人眼无法捕捉的信息，如
加速度探测传感器能及时发现电梯故
障，倾角探测传感器能回传广告牌和标
识牌的倾角信息，任何物体都能“开口
说话”。此外，传感器的落地安装和异
常处置流程梳理将同步完成，并实现自
动派单，将前端感知转化为有效管理。

“神经元”和传输网络的铺设是
“智联普陀”的第一步，为了提高各级
机构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速度
和处置能力，普陀区在智慧平台中加
入了区级、街镇（委办）和片区这三级
平台，四级应用的设计覆盖区、街镇
（委办）、片区和居委，共同构成“智联
普陀”的“神经系统”。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继前一天浦东新区在上
海市率先制定并发布“重点企业服务
专员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店小
二”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保姆式”
服务之后。昨天，浦东新区召开中小
微民营企业发展调研座谈会。上海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
表示，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浦东将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举
措，全力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
二”。

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浦
东新区工商联主席、上海微创医疗器
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兆华代
表区工商联向浦东广大民营企业家
发出“弘扬新时代浦东民营企业家精
神”的倡议书，号召广大民营企业家
正确认识新形势，把握新机遇，保持
定力、增强信心，大力弘扬“爱国敬
业，坚定理想信念；诚实守信，树立法
治思维；创新引领，争创一流业绩；追
求卓越，勇担社会责任”的浦东企业
家精神，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
实办好企业，为推动浦东经济高质量
发展共同奋斗。

座谈会上，来自浦东新区独角
兽、AI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商贸物
流、先进制造业的常兆华、陆风、王
迅、李飞、柯桂华、沈翊、肖志华等7
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大家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李强书记关于民营企业
发展的讲话，不仅给我们吃下了“定
心丸”，注入了“强心剂”，还为民营企

业发展破解难题“开了药方”。大家
表示深受鼓舞的同时，还为民营企业
发展建言献策。

据悉，近年来，随着自贸试验区、
“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推进，
浦东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截至2017
年底，浦东共有民营企业24万多户，
占各类企业总量的86%。2017年全
区新设民营企业约3.6万户，占各类
企业总量的96%，比存量企业占比高
出10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存量及新
设数远超外资、公有制企业，成为浦
东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也显示浦东民
营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优化浦东中
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浦东新区财政局
会同区金融局、科经委，出台了《浦东
新区小微企业增信基金管理办法》，
自2017年初执行以来截至2018年
10月底，已通过1500万元财政资金
安排，累计撬动浦东小微企业贷款
874笔共计21.31亿元。

近年来，民营企业规模呈明显增
长态势。这一方面得益于“实缴改认
缴”、名称登记等各项商事制度改革、
证照分离改革，营造了更加便利化准
入环境；另一方面得益于浦东对民营
企业的各项政策支持和优质服务，帮
助了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的发展领域也在不断拓宽，
民营经济已涵盖生物医药、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以及航空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其中民营信息技术服
务业近5年年均增速达50%，生物医
药和新材料占浦东产值比重15%左
右且发展势头向好。

浦东新区调研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

全力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如今在茶余饭后，金山水
库村村民张雪琴和邻居们喜欢在家
门口转转，或去村里新修的公园锻炼
身体，而这在半年前根本不敢想。“那
时候大家搭建的大棚和散养的鸡鸭
随处都是，天热的时候气味尤其难
闻，窗都不敢开。”

张雪琴当时的“心病”，也记挂
在水库村村民、漕泾镇人大代表周
继光心上。正好，今年金山区人大
开展“我们的家园——金山区千名
人大代表助力打造美丽乡村”主题
行动。他经过细致调研后形成书面
意见并提交，不仅描述问题更提出
对策，他的意见很快得到区镇相关部
门的重视。

在综合采纳区镇人大代表及村
民等各方意见后，水库村村委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更加注重调动起村
民积极性。该村将“美丽宅基”创
建推进表张贴在村委，每户村民的
身份信息、禽畜养殖情况等都清晰

“上墙”。宅前屋后不乱堆物、不养
鸡鸭的家庭还能获颁村“美丽宅基”
荣誉牌。

同时根据镇人大代表的建议，村
里还设立了奖励机制，单个户数达到
创建标准后按每户每年500元的标准

给予奖励，一条埭全部达标后按每户
每年800元给予奖励。今年水库村
已经成功入选上海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

周继光只是参与主题行动的人
大代表之一。主题行动于今年4月
启动，这一平台让每一名人大代表都
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者、监督
员。

活动开展半年来，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共计开展调研考察活动
1800余人次，提出相关建议意见660
多条。

对于可即知即改的建议意见，及
时函告相关职能部门督促解决；对于
可以上升为代表建议的，从市、区、镇
三个层面分别撰写闭会期间代表建
议，按有关规定办理；对于一时难以
解决的问题，则深入调研，提出建议，
报区委、送区政府参考处理，确保每
条意见建议都成为金山美丽乡村建
设的“催化剂”。

就在日前举行的交流推进会上，
金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治中还率
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张堰镇建农
村、漕泾镇水库村，对人大代表意见
建议采纳落实情况进行视察，并座谈
交流调研心得和经验，希望代表们对
金山美丽乡村建设献更多良策、支更
多“实招”、注入更多动能。

金山千名人大代表推动“美丽乡村”

45个应用类型，铺设完成10万个点位“神经元”

普陀打造区级“智慧大脑”

闵行梅陇地区工业建筑开始改造

力波啤酒老厂房烟囱将保留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坐落在闵行区虹梅南路
梅陇路的力波啤酒厂房在过去近30
年中打造了上海人对啤酒的品牌记
忆。如今，力波啤酒厂老厂区在梅陇
港以西保留了三幢建筑物及一个大
烟囱。据闵行区梅陇镇工作人员介
绍，今后力波啤酒老厂区将改造成创
意工业园区，并加入餐饮等配套服
务，优化老梅陇地区的产业结构。

力波品牌诞生于1987年，是上
海最早的合资啤酒品牌。在产业革
新中，位于闵行区梅陇镇的厂房停止
使用。目前，梅陇港以东的老厂房已
经被全部拆除。

废弃的工业建筑如何更新再利
用，为创造全新城市风景带来新机
遇？记者了解到，力波啤酒厂房计划
新建三期项目，分别是一期办公楼，二
期商业和办公楼，三期租赁式住房，使
这片区域成为一处产城融合的发展之

地。此外，虹梅南路西侧还将打造一
处20多万平方米的创意休闲公园，给
周边居民及商务区白领带来一片绿意
和惬意。力波啤酒老厂房的烟囱在此
次产业革新中将保留，成为老梅陇地
区的标志性建筑，让来往的人们通过
标志建筑回忆起一段经济发展历史。

在大调研中，力波啤酒老厂房的
周边居民反映，因小区为单双弄，停
车难始终是困扰居民的一大问题。
一到晚高峰，车主们难免开始“抢车
位”。有的车主不得已，只能把车停在
小区门口的主干道上，有时免不了要
吃罚单。据梅陇二居居委主任王鼎雄
介绍，为缓解停车难题，他们与力波啤
酒厂对接，将厂区拆除后的空地利用
了起来。在力波啤酒厂的转型企业的
支持下，大型挖掘机进来了，建筑垃圾
被清理了，新砌了围墙，腾出了一片
5000平方左右的空地，足足可以停下
约350个车位。资源被盘活了，周边有
车一族也瞄上了这块停车“香饽饽”。
现在，不仅梅陇二居的车主把车停放
在这里，还有梅陇一居、梅陇六居的居
民也会将私家车停至此处。如此一
来，周边居民的停车问题得到了缓解。

■都市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