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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
市治理工作。他指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着力完善城乡
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
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
代化治理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近期调查走访
发现，上海正以技术创新和理念
更新持续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
让中国都市孕育独特魅力、生机
勃勃。

智慧治理赋能数字城市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众
多智能化、场景化的技术应用遍
地开花，超大型城市交出了一份
智慧“数字”答卷。

“‘远程核’解决了我们的大
问题！”上海伊秀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罗良勇准备开设一
家贸易公司，按规定需要到现场
办理，以便采集人脸视频信息。

疫情期间，“远程身份核验”服务
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上海“一网通办”程序的
“不见面办理”专栏，十余个高频
事项实现手机操作，从“能办”向

“好办”不断升级。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主任朱宗尧表示，一网通
办还将着力实现两个“免提交”：
上海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
上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电子
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实
体证照。

上海创新政务服务，从百
姓、企业办事需求出发进行工作
流程再造，加快满足城市生活

“线上化”“数字化”的新需求。

科技治城“绣”出精细品质
“11时15分发现渣土车未

加盖，请住建部门及时处置，有
需要请联系属地交警。”上海城
市运行管理与应急处置系统大
屏幕上，一条预警信息出现。几
乎同一时间，远在几十公里外的
上海市金山区城运中心就收到

处置要求。“之所以这么快，是因
为预警信息由计算机智能算法
自动发送。”上海市公安局科技
处负责人介绍。

如今，一朵“城运云”“一屏
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描摹精细
治理新路径。

2400多万常住人口，13亿多
平方米城市总建筑量，270多万
户市场主体……对于上海这样
的超大型城市来说，保证城市安
全、有序、高效运行，绣出城市治
理高“品质”，单独靠线上感知或
者线下人海战术都不够。

特大城市治理要由应急处
置向风险管控转变。

上海市城运中心常务副主
任徐惠丽说，即便是在村居末
梢，市民办事、违章处理等城市
运行的方方面面，“一网统管”系
统也能顺畅操作，相当于为所有
基层工作者配备了“电子工具
箱”。基于实时动态数据自动发
现、及时推送并闭环处置，开始
实现数据“开口说话，预见未

知”，“城市实时在线，治理永不
下线”。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
慧化，是推动城市治理水平加速
提升的必由之路。

新技术按下“智理”快进键，
各地正加速以大数据、云计算驱
动现代化城市治理，让城市更聪
明、管理更精细。

为民治城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

市、老百姓的幸福乐园。技术的
升级、数据的汇聚、流程的优化，
都要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在上海杨浦滨江，在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城市发展过程
中注重为市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把更多的公共
空间、美景让市民共享。

如今行走在上海杨浦滨江：
一座座工业厂房，已经成为一段
段独特景观；黑色骑行道和红色
慢跑道并驾齐驱向江边蜿蜒延
伸；一座滨江“城市客厅”高朋满

座，近悦远来。曾经老工业基地
的“锈带”已经转变为“秀带”。

“作为上海城市的主动脉，
黄浦江两岸见证了通过城市更
新营建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和
成就。”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
江说，城市有机更新是一个永恒
的主题和持续不断的过程，人民
的需求和期待永远是城市更新
与公共空间塑造的目标。

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超大城市治
理也在逐步完善。

在上海，景观式改造形成
“城市微更新”让城市可阅读、街
区可漫步，“社区规划师”让城市
有了更多适合停留欣赏的空间；
在广州，曾经危房遍布的永庆
坊，不搞大拆大建，进行精细地

“微改造”，重获新生；在重庆，礼
嘉智慧公园成为未来智慧生活
的“舞台秀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这，是幸福城市的样
子。 据新华社电

这，是幸福城市的样子
——城市治理新探索巡览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
1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市通过

“三个闭环”的管理，已经累计隔
离管理入境人员超过11万人，
其中累计确诊境外输入病例326
例，没有发生由境外输入病例引
起的本地传播。

付晨表示，3月份以来，上海
把境外疫情输入的防控作为疫
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通过做实

“三个闭环”来开展外防输入的
工作，这“三个闭环”即入境人员
的排查分流闭环、封闭的转运闭
环以及属地社区防控的闭环。

付晨表示，上海是我国年出

入境人数最多的口岸城市之一，
外防输入的压力首当其冲。上海
市不断强化海关和地方之间的联
防联控，无缝衔接，形成闭环管
理。疾控部门也同时关口前移，
早期介入到口岸的防控工作当
中，与海关紧密配合，共同做好外
防输入的工作。 据新华社电

上海未发生
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地传播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郑锦通报：5 月 17 日
0—24时，无新增境外输入性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例湖北
来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确诊病例为湖北籍，常住

湖北省潜江市，5月14日晚乘火
车来沪求职，当晚乘地铁2号线
至麦居宾馆，5月15日主动前往
东方医院南院申请实验室检测，
因血清学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
即被医疗机构隔离留观，其后出
现症状，5月17日经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核酸检测为阳性。综
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
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

断为确诊病例。患者自述，其乘
坐火车及在沪外出期间全程佩
戴口罩。

目前，已追踪到其在本市的
密切接触者21人，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观察。对该病例曾活动过
的场所及交通工具已进行终末
消毒。并已向相关省份通报有
关情况，落实核查其在当地活动
轨迹和密切接触者。

针对上海新增病例
已追踪到其在沪密切接触者21人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即将赴京参加全国
“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
空董事长王煜透露，希望将一个
公共卫生方面的提案带到全国

“两会”上，“我希望疫情期间养
成的好习惯，如餐饮行业提供分
食、公筷的便利等能通过立法的
方式规范化，将坏事变好事。”在
王煜看来，其实以前每年都有不
同传染性疾病流行，通过规范公
共卫生行为，可以不断提醒大
家，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酝酿：
培养的好习惯应该常态化

今年，王煜打算提交三份提
案，如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常
态化挑战以及加快恢复经济是
他今年提案的主要内容。

在交流过程中，王煜首先提
到了爱国卫生行动倡议。他指
出，一些疫情期间培养的好习惯
应该成为常态化的手段，通过立
法的方式固化下来。

“国内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
控制，但是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
化挑战也是大概率的事。延续
良好的卫生习惯应是当前工作
的重点之一。我提议要立法规
范分餐制等公共卫生行为，提升
我国公共卫生文明水平，加大公
共卫生宣传，形成分餐制、公筷
制、口罩文化、勤洗手等良好的
国民卫生习惯。”王煜说。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口
罩、防护服、快递、物流、商超、一
般生活用品的产能主体已是民
营企业，并在物资捐赠、交通运
输、生活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针对这一特点，他
建议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应急
救援体系，将事关国计民生的骨
干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应急指挥、协
调体系，让骨干民营企业参与到国
家应急预案制定等工作中，使国家
应急救援工作效率最大化。

航空旅游业是王煜的老本
行，在此次疫情中，这一行业受到
重创。王煜在心痛不已的同时也
疾呼，加快恢复经济要刺激投资
和刺激消费同时发力。他建议实
行中国签证便利化，吸引国际入
境游客来华消费；同时要进一步
坚持改革开放，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鼓励、吸引民营企业和国际资
本投资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声：
利用委员身份奔走抗疫

“通过这次疫情可以发现，
我们的民营企业并没有那么脆
弱。中国人百折不挠的精神值
得发扬，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善
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除了全
国政协委员外，王煜还有一重身
份是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他
评价说，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上
海不少民营企业的表现非常
好。比如有一次有群友将瑞金
医院短缺口罩的消息在群里一
发布，短短一天时间内，就有民
营企业家无偿捐献防护用品。

疫情防控期间，春秋集团成
立了以王煜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并下设航空（含分公
司、基地）、旅游、外分子公司等3
个防控工作专项小组。整个抗疫
过程，春秋是全行业第一个提出
免费运送防疫物资，也是主动免
费运输抗疫物资最多的公司。

这位“双线作战”的委员表态：

国家应急救援 民企应有担当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
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的部
署，更好组织开展“四史”宣讲活
动，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
团昨日下午成立，全市“四史”宣
讲工作动员会暨集体备课会同
时举行。

会议指出，在全市组织开展
“四史”宣讲，是深化“四史”学习

教育、强化思想理论武装的重要
举措。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精
心组织市、区两级宣讲团，高质
量开展备课和宣讲活动，及时有
效满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
群众的学习辅导需求。“四史”专
家宣讲团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主动开展线下线上、多种形
式的宣讲，不断增强宣讲的吸引
力、说服力、感染力，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从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强
大勇气、智慧和力量，为赢得疫
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双胜利、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
发展新奇迹作出更大贡献。

“四史”专家宣讲团共有65
位理论社科专家，分别来自全市
党校、干部学院、高校、重点社科
机构、在沪军队院校以及市级党
政机关、宣传文化系统的相关部
门单位。

市委讲师团成立“四史”专家宣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