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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宇丹

全国复工第一天
上海打出“风向标”

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
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
者的密切接触者，
这四类人员到底有
多少？

“ 这 次
战 疫 ，最 困
扰地方政府
的 ，就 是 人
员 摸 排 问
题。”浪潮集
团负责智慧城市业务板块的
副总裁姜振华说。

拿武汉来说，要将900万
人彻底控制在家中并逐一排
查，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以
及调度管理能力，这种排查
一直依赖社区工作者。

从数据看，武汉市每
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
区工作者10人，光是填写
各类统计报表都要耗费大量精力。
只要一位居民不配合，数据就会失
真。为应对这种战时状态，武汉动
员了1 . 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国
企职工和教师下沉社区。

重大疫情下，暴露在武汉这
座特大城市的问题具有代表性，
所有的防控都在基层，城市治理
重点在社区。那么，号称能全盘洞
察城市数据的智慧城市，如何求
解这道考题？

“智慧城市建设10年来，它到
底有多大支撑作用，从来没有像
此次疫情中得到最大的实证机
会。此次疫情过后，所有的市长都
意识到，智慧城市必须要建，并且
要进入突飞猛进的建设阶段。”姜
振华说。

2月10日，全国各地复工第一
天，各地还在纠结复工与防控这个
两难选择时，上海出台了一份关于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意见，将城市
运行“一网通管”提升至重要地位，
引发了各方关注。作为公认的中国
社会治理能力最强的城市，上海这
份包含“32条30项重要任务”的意
见出台无疑是个风向标。

平时夯实基础
战时立即能用

“这次疫情形成了一个社会
共识，我们需要一个更快（快速反
应）更实用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
建设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姜振
华说，上海出台的这份意见强调

“一网通管”，落脚点在提高基层
社区治理水平，这意味着今后智
慧城市的建设将更加务实。

比如社区排查，怎么靠信息
化手段，通过一个小程序或者
APP，减轻社区工作量？

在济南，接受这场“压力测
试”的是爱城市网APP，这款手机
APP直通政府智慧城市网络，上
线4年多来一直为济南市民提供
本地生活和政务服务，疫情期间
快速上线了疫情防控调查登记系
统，全市超过400万居民使用，采集
信息150余万条；企业复工复产人
员管理系统，一天全市5000余家企
业完成填报，在线生成疫情数据分
析报告；上线身份健康码，在菜市
场、超市、公园、小区门口、地铁
口……通过扫码进入，让市民避免
多次重复检查和认证，而每刷一下
身份健康码，公安就能掌握人员移
动轨迹。这个最简便、最可行、最
低成本的技术手段，成为济南“战
疫”中重要的信息搜集入口。

此次疫情中，一些城市的系
统连简单的报表采集都无法实
现，包括疫情上报。大家对智慧城
市期望值很高，为什么关键时刻
用起来时却达不到预期？

姜振华说，智慧城市是一个
综合系统，数据质量高低，各个系
统打通与否，都会影响到智慧城

市的效能。这次抗击疫情是以卫
健委为主导，但需要公安、城管、
气象等部门配合。这些部门的信
息汇集有些还是人工的，点对点
传递，这就影响了数据质量。现实
中智慧城市必须用起来，在用的过
程中进行数据治理，不断修正，提
高系统有效性，才能达到“平时夯
实基础，战时立即能用”的效果。

用数字化管理体系
支撑城市高效配置

2月21日，在济南市长孙述涛
主持召开的智慧城市建设专题会
议上，孙述涛强调，要加快智慧城
市的应用场景建设。

“说白了，就是通过应用场景
的实现逐一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姜振华说。

济南市现在日供应口罩15万
只，酒精、消毒液2万瓶。怎么把这
些紧缺物资快速配置到最需要它
们的市民手中？

在济南，通过爱城市网APP
济南市民实名认证预约防疫物
资，选择就近门店(销售网点)，根
据短信提醒上店取货。

复工第一阶段，济南市复工
率为什么能排全国第二，副省级
和省会城市第一？关键在于快速
上线了一套企业受疫情影响分析
系统，结合济南智慧城市大数据
资源里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从
复产、纳税、用工、用电、负债率、
流动资金、原材料、产业链等多个
维度对全市企业运行情况进行实
时监测。比如通过对比历史同期

“用电量”数据，就能清楚掌握企
业真实复工状况，让帮扶政策精
准发力。

近期，济南市首趟“复工专
列”计划将由重庆出发，这趟专列
涉及12家企业，586名复工人员。
济南市通过企业网格化管理服务
平台大数据分析，按照各地疫情、
员工分布情况，研判出返岗复工
专列返程方案。

在采访中姜振华一直强调，
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快”要

“实”，这种快，体现在疫情期间快
速上线各种防疫应急系统，这是
和病毒赛跑；复工要快，快速配置
资源，快才能掌握先机，一个数字
化的管理体系才能支撑这种高效
配置。

社区治理差距背后
是“新基建”的差距

2月13日，湖北十堰市张湾区
采取了全国首个“战时管制”措施，
全区40万人全部锁在家中，但对于
上海这样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国
际化大都市，是无法封城封路的，
上海只能在精细管控上想办法。

上海为什么要提“一网统
管”？大白话就是，一个城市一个
网，一个大数据共享平台。

姜振华说，现在一个城市里，
城管、政法、综治、公安、工商、市
场监管都有网格，通过“一网通
管”把各个网格进行融合，把所有
服务集中在一个端上进行服务。

上海正式复工前，江苏路街
道城运中心“一网统管”防疫专页
上线。防疫专页主要由疫情发展、
实时播报、区域地图、重要点位等
四个部分组成。一张页面可以集
中显示居民楼、商务楼、园区人员
摸排情况，垃圾箱、电子防盗门等
的消毒情况。例如，在“一网通管”

平台，工作人员发现某小区高亮，
表明这里居家隔离人员、外地来
沪人员多，城云中心马上派单给
街道消毒站增援。

这份能力背后，是上海市利
用高精度航空测绘传感器，实景
三维数据智能化处理等技术，构
建了一个上海的数字孪生城市，
挂接了各部门不同业务数据，支
撑了防疫应急“一网通管”平台。

所以，有些城市仍在封路防
人的时候，有些城市已经有序复
工，背后就是城市治理能力上的
差距，也是“新基建”的差距。

疫情倒逼
“云经济”迎来窗口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再次强调要加大“新基建”建设
进度。截至记者发稿时，在这一波

“新基建”开启时，全国已公布投资
额的8个省市总投资额近34万亿元。

那么，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
市，到底需要多少计算力和云服
务能力？这次疫情就是一次“峰值
测试”。

疫情期间，浪潮紧急生产10万
台服务器，支援各互联网巨头急剧
扩张的云计算和云服务需求。浪潮
在济南孙村的智能工厂成为山东
最早复工企业，这里生产的服务
器，和口罩、防护服一样成为紧缺
物资，被运往“战疫”一线，支援当
地政府激增的算力和存储需求。

云办公、云签约、云逛街、云
卖车、云卖房……疫情倒逼出的

“云经济”，使得整个社会对于云
的需求量急剧放大。姜振华说，经
过这次疫情的实战演练，云计算
真正成为社会广泛认知、认可的
新一代基础设施。随着5G大面积
商用，基于城市环境、公共卫生，
大型医疗设备连接以及城市中以

“智慧路灯”这类物联网设施为载
体的基础设施的连接都成为可
能，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数据采
集将在2020年迎来大的窗口期。

经此一“疫”，智慧城市的建
设更加聚焦和明确。智慧城市的
运营商相当于在构建“应用商
店”，吸引不同的第三方进行应
用创新。这些应用创新不光要
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城市治理
水平，更是激活了城市的创新生
态。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的作
用不光在于稳经济，更在于激活

“新经济”。
上海已经鸣枪开跑！

当全国各地忙着复工时，上海却在近日静悄悄地出台了一份
有关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意见。

在经历一场重大疫情的“压力测试”后，上海以加快智慧城市
建设来对原有城市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升级。随着各省出炉一大波
“新基建”投资清单，囊括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

城市建设也被提上日程，那具备什么能力的智慧城市才
能帮一座城提升“免疫力”，夺回“失去的一个月”？

一大波新基建投资清单出炉

上海发力智慧城市

用二进制
重构“城市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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