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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白领食堂厨师
技能比武大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对于不少
白领来说，到食堂吃饭是一件不吃可
惜，吃了犯腻的事。为了让白领能吃
好工作好，昨天，静安区商联会和静
安区白领午餐工作代表处在多媒体
谷园区食堂举行了“2017静安区白
领午餐套餐展示暨白领食堂厨师技
能比武大赛”。

现场，静安白领食堂的大厨们使
出浑身解数PK厨艺。园区食堂的长
桌上，展示了一排大厨们精心搭配制
作的白领午餐样本，接受白领们的投
票。据静安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透
露，这些评选出的特色午餐还将纳入
各大白领午餐的菜单。

青椒肉丝、炒鳝糊……为了全方
位考验厨师们的刀工和炒工，26家白
领食堂的大厨们一起PK规定午餐项
目。他们在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出
了厨房，记者看到了一排精致的午餐
套餐。白领们手拿投票贴，给心仪的
午餐贴标签。据静安区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大厨们推出的特色
套餐均是25元以下的，已经在这里
接受了白领一周的“检阅”，不管有没
有评到奖，这些精心设计的新套餐都
有望作为新品，纳入到日常的白领套
餐中，让白领们换换口味。

经过激烈的角逐，在白领套餐展
示环节，宝华国际厨艺时代楼宇食
堂、上海人脉精英科创中心、多媒体
谷园区食堂分别摘得最受欢迎白领
套餐、最佳白领套餐、最具特色白领
套餐。

闵行区养老机构
管理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闵
行区举行“闵行区养老机构管理中心
揭牌仪式暨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推
进项目发布会”。会上，闵行区委副
书记、区老龄委主任于勇宣布了区
委、区政府关于设立闵行区养老机构
管理中心的有关决定。

闵行区区长倪耀明指出，闵行
区成立养老机构管理中心，是贯彻
落实市政府推进“五位一体”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加快系统集成要求的
具体举措，标志着闵行区开展全国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迈入
了新阶段。

揭牌仪式上，还发布了闵行区养
老设施专项用地及项目、闵行区第一
批养老机构社会化委托运营项目、闵
行区保基本养老机构PPP建设项目，
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闵行区
养老服务中来。

据悉，闵行区成立养老机构管理
中心，有利于完善集出资人管理和行
业管理为一体的全区养老机构监督
机制；有利于完善集养老资源布局、
养老项目建设、养老机构运行、养老
行业监管为一体的区层面统筹机制；
有利于完善公办和保基本养老机构
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养老机构独
立理事（董事）、独立监事制度，强化
内部治理的监管机制；有利于更加激
发市场活力，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运
营和市场化参与力度。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感应到积水就会及时
“报警”，匝道上车辆违规超高可以实
时捕捉到车牌号……昨天是“世界城
市日”，作为城市日重要活动之一，

“2017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昨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各式城市建设、管理运营的新式“武
器”纷纷亮相。

专设智慧城市展示区
本届“城博会”由联合人居署、上

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共同
主办，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协办，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承办，展
会展出面积近5万平方米，12个主题
展示区涵盖城市设计规划、交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环境保护、海绵城
市、园林绿化、BIM技术、城市基础建
设等多个方面。活动为期三天，主要
包括一个展览盛会和十五场专业论
坛。展会吸引了300余家展商参展，
预计6万观众参观。

5-10年后的城市会是什么样？
智能基础设施又会怎样影响人们的
生活出行？在这次城博会上，还专门
设置了智慧城市及BIM技术推广应
用展区，由智慧城市、智慧新城、智慧
路灯和BIM应用构成。

展示包括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地下空间信息基
础平台、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城市
管理综合信息共享交换平台、12319

城建服务热线系统、上海中心大厦智
能化系统等上海建设交通行业最新的
信息化成果，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BIM等新技术的应用案例，展现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在智能交通、智
能建筑、智慧园区、智慧政务等方面的
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上海创新社
会治理提供实践经验和思路。

智能设备为道路装上了“发声器”
在隧道股份的展示区，记者看

到，几款“会说话、会报警”的交通设
施着实吸人眼球。道路积水、窨井盖
缺失、桥梁结构开裂、超高车辆违规
驶上高架……运行中的城市道路难
免会遇到的各种“小毛小病”都可以
靠一种新式“武器”——物联网技术
智能型交通设施解决。

据隧道股份旗下上海城市运营集
团技术负责人吴鹰介绍，浦东杨高路和
浦西中环高架，成为了上海试点基于窄
带物联网技术智能型交通设施——“智
能窨井盖”和“车道超高激光视频仪”的
首批路段。在杨高路的每个窨井盖下
方，都有一个不到巴掌大小的长方形感
知设备，挂着一根天线。当井内积水达
到预警值或窨井盖出现异常状态时，感
知设备会在第一时间发送风险警报，通
知管养人员前来处置。

而在上海中环线浦西段，部分匝
道已经安装上了“车道超高激光视频
仪”。当车辆高度超过标准限高时，
激光视频仪可实时捕捉到车牌号码，
显示在道路指示牌上方的LED屏中，
警示司机车辆超高，并将车辆定位信

息发至养护和交警部门进行联动。
“无论是智能窨井盖还是超高激

光视频仪，它们利用窄带物联网技术
采集的数据都会实时汇集至‘智能运
管平台’。通知我们调配资源、人力
前往现场进行处置。”上海城市运营
集团技术负责人吴鹰介绍说，从
1991年内环高架通车起，上海诸多
基础设施均已运行服役多年，早期城
市高架本身未安装智能感知设备的
交通设施，传统方式是采取人工巡
检。而现在，窄带物联网和智能云管
平台的开发运用，等于为道路安上

“发声器”，发生了病情隐患后，它们
会自己“感知报警”，把最准确的信息
第一时间发送至管理平台，保障市民
的安全出行。

更多“会说话的设施”有望应用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应用，
功耗更低、寿命更长、功能更强大的

“智能型设施”不断涌现。而在未来，
更多“会说话的设施”将有望在上海
各主要交通设施中推广应用。

记者从上海城市运营集团获悉，
以后不但有智能井盖，智能路灯、智能
垃圾箱、智能河道水质监测也将逐步
推出。比如垃圾箱满了，会自动通知
环卫人员回收，河道发生了污染自动
告知水务单位……小到智能装备，大
到智慧道路、智慧隧道、智慧大桥，这
些智能设施可以为市民和城市管理部
门提供更高效、智能化的服务，让城市
拥有更便捷、美好的出行体验。

增加公共开放空间规模，绿地、

广场和户外体育场地合计占比达到

50%；强调公园的开放和共享，将公

园融入公共开放空间系统，突出与周

边街区的融合共享……

记者31日从世界城市日上海论

坛上了解到，上海正在积极探索渐进

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模式，以存量

用地的更新利用，来满足城市未来发

展的空间需求。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诸大建说，共享经济有三个层次：一是

物质资本的共享，例如单车、住房；二

是人力资本的共享，例如服务、知识、

技能；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自然资本的

共享，譬如说打开封闭的公共空间，让

老百姓共享城市的道路、街区、公园、

自然景观等，最终形成“共享城市”。

据介绍，上海将着力通过黄浦江

贯通、重大公共场馆等重点项目建

设，强化公共空间的贯通性，将公共

空间编织成网。一方面，效仿纽约、

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在城市中心

区建设大型公园，将黄浦江两岸规划

成十个主题区段，提升城市中心区域

的空间品质；另一方面，对一些原有

的文化体育设施进行重塑，大幅增加

公共开放空间规模和户外运动场地。

“建设用地紧张的超大城市，公

共空间往往存在着数量不足、布局不

均衡、品质不高等问题。”上海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许健说，

“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市民的多样化活

动需求，持续增加公共空间的面积和

开放度，提高公共空间的覆盖率。”

许健认为，城市资源紧约束下，

城市有机更新需要内涵式发展。上

海将通过多种手段增加公共开放空

间规模，推进户外运动场地与绿化空

间相互渗透融合，强调公园的开放和

共享，打破割裂、增强地区可达性。

据新华社电

向共享城市迈进 上海着力打开封闭公共空间

■都市脉搏

各色智能设施亮相2017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道路有异常“发声器”会报警

[相关]

工人为窨井盖装上智能感应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