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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打通数据互通壁垒

建成城市级时空信息数据集
目前，位于深圳市核心地段的深圳湾超级总部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在地铁、燃气、给排水管线纵横交
错的复杂条件下，协同地下空间设计施工、协调地上建
筑布局优化，都需要快速获取大量精准数据支撑。怎
么办？

只要登录深智城集团打造的全市域统一时空信息
平台，用户可以通过“选数车”任意挑选符合要求的“数
据产品”，自行快速搭建孪生应用场景，通过全精模数据
虚拟建造，避免后期返工，极大地降低了施工建设成本。

这是记者在深智城集团了解到的一个典型事例。
据深智城集团技术部专家张斌介绍，超大城市人口高
度密集，治理复杂度极高，需要更全面的决策数据支
撑、更及时的数据动态响应、更科学的规划模拟与预
测。然而过去各部门各行业缺乏统一时空框架和共享
机制，造成数据互通壁垒。深智城集团在深圳市委、市
政府的指导下，针对持续增长的数字孪生应用需求，建
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级时空信息数据集，构建了
以“地楼房权人”为主干的城市级时空知识图谱，通过
多源数据的融合共享，打通了各部门的数据孤岛。

除了提供“数据产品”，该平台还打造了“用系统汇
报，用数据说话”的数字孪生会商新模式，用数据驱动
城市“规—建—管—运”科学决策能力提升，支撑深圳
市近三年数百项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决策。平台围绕
产业发展、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等六大领域建设了超
300个数字孪生应用，并为低空经济、自动驾驶、新能
源、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提供了更精细的空间智能
学习底座和计算推演环境，为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上海
4万人社区让居民“登台唱戏”

“金点子”转化为“金果子”
全国政协委员、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

副书记张军萍，在拥有近4万居民的康城社区工作了
13年，她带到全国两会上的提案大多源自日常工作
中接触到的民生痛点。

今年全国两会，张军萍将目光投向了老年群体。
“他们日趋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应该被看到。”她指
出，除了长护险等基础保障，许多老年居民也期待康复
护理、夜间陪护、居家保洁、中医养生等个性化服务。

对张军萍而言，履职责任与本职工作是深度融合
的。记者问她：“这样会不会觉得建言献策没那么
难？”“还是难的。”她说，政协委员履职并不是简单地
反映社情民意，而是要打破砂锅找到真问题，这样才
能有效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一年多前，康城社区迎来了一桩大事：要从这个上
海最大开放式社区重新选出13名业委会委员。怎么
选、谁来选，都是复杂棘手的问题。好在2023年，张军
萍和同事们就开始策划建立“智囊团”，发起“美好社区
合伙人”招募，让有能力、有热情的业主“登台唱戏”。

“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构建人
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
同体。”张军萍说，自己的工作很琐碎，但越是琐碎，就
越需要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将人们的“金点子”转化为“金果子”，使每个主体的
利益得到关照。

重庆
小程序实时反馈问题

社区迅速响应及时解决
在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云

上民主村”成了社区治理的核心。这个平台集“云上共
治”“云上服务”“云上监督”等功能于一体，通过数字孪
生系统，实现了社区的数字化治理。居民可以通过手
机小程序，实时反馈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则能够迅速响
应，及时解决问题。

江北区的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则通过城市运行管
理服务平台，实现了对城市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智
能管理。该平台整合了多个系统的数据，能够自动识
别城市运行中的各类问题，并通过智能预案进行快速
处理。例如，当铁山坪街道的化粪池气体浓度超过安
全阈值时，系统会自动启动抽风排气设备，并在必要时
生成预警信息上报至智慧城市管理中心，从而及时消
除风险隐患。

重庆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纳入了
治理网络。从背街小巷的智能井盖，到跨江大桥的智能
监测；从基层社区的“云共治”，到地灾隐患的“秒预警”，
重庆用“智”的硬核支撑与“治”的不断创新，实现全域感
知有精度、风险防范有速度、民生服务有温度。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主任杨新
民表示，数字化治理是城市良好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重庆在应急、社区治理、城管等领域已经取得了
显著成效，并通过成立重庆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学院，
培养适应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新模式的综合型人才。

编者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等地考察时，多次

对超大城市治理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大城之治，怎

样“智治”，如何“善治”？2025年全国两会，长江日报、北京日报、解

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游新闻、深圳特区报联动推出《大城之治》大型

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的“善治之

道”，听代表委员共谋超大城市“治理之策”。

大城之治
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各领域各界别的

代表委员共话超大城市“治理之策”

武汉
政务服务一体机安装在家门口

市民几秒钟完成退休年审
“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正通过一件件实事显

现成效。”2月27日，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智苑
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提及社区的新变化兴奋不
已：扫一扫码，人口信息、居住信息等就能直接
上传公安大数据平台，小区居住安全性大幅提
升；24 小时开放的政务服务一体机安装在家
门口，居民不用出小区，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
退休年审……

“小度小度，帮我播放黄梅戏！”2月27日，
智苑社区 8 栋一楼的养老照护中心热闹非
凡。住在中心照护室102房间的向奶奶有了
自己的“AI伙伴”，每天一睁眼向奶奶就会问
小度今天温度如何，每天午睡时她会喊小度播
放音乐……在社区养老照护中心，工作人员给
每位老人的房间都配备了一台小度智能音箱。

创新探索科技赋能社区治理方法路径，越

来越多的武汉社区正向“智治”迈进。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

心主任亢德芝用“上天入地”概括武汉的治理
智慧：千米高空的“武汉一号”卫星定期航拍，
无人机与地面铁塔摄像头织就立体监测网，
3000 多名网格员化身“神经元”穿梭街巷。
这套“天空地网”系统推动耕地保护从“被动
补救”转向“未病先防”，赋予城市预知风险的

“超能力”。
在武汉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上，三维地

图与万物编码技术为每栋建筑、管线赋予“数
字身份证”。“过去处理突发事件需层层上报，
如今系统自动预警、秒级派单。”亢德芝形容，
数字孪生技术如同“城市全息CT”，让地下管
网、地面设施的状态实时透明，处置效率实现
跨越式提升。

北京
“接诉即办”

解决率和满意率97%
接诉即办给人满满安全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制作人刘洪悦说，北京市“接诉即
办”工作是用一根热线“绣花针”，穿起民生“万根线”，
撬动了一场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

四个字中，“接”是有求必应，“即”是快速响应，彰
显着党委、政府解决市民诉求的态度与决心。随着接
诉即办机制不断完善，身处这座超大城市中的每一个
市民，心底都有越来越强的确信——遇到困难打
12345，自己的声音有人听，提出的诉求有人努力解决。

说起“接诉即办”工作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的效率，
刘洪悦分享了一件身边的事。朋友父母家因为楼道堆
积杂物，轮椅出入很不方便，自行沟通无果后拨打了
12345，很快就得到街道社区和物业的积极响应。不仅
楼道里的杂物清空了，公共空间还增加了坡道设计。

在刘洪悦看来，市民既是诉求的提出者，也是推动
城市管理的参与者，伴随着一件件诉求的解决，北京的
环境越来越好。随着12345热线的知晓度提升，诉求
量的上升对城市治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刘洪悦建
议，根据诉求的急难愁盼等级，实施分级处理，“就像分
级诊疗制度一样，通过对诉求的分类分级处置，提高响
应效率，更好满足市民需求”。她还建议在派单环节借
助科技手段，优化响应流程，提高诉求办理效率。

数据显示，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近6年来，共受理群
众和企业反映1.5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提升至97%。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制作人
刘洪悦介绍北京“接诉即办”机制。

北京日报记者蔡代征 摄

全国政协委员、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
副书记张军萍（右）与市民交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周程祎 摄

江北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上游新闻记者甘侠义 任君 摄

智城集团打造的全市域统一时空信息平台。
深圳特区报记者莫荣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