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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垃圾箱是否满溢无需保
洁员去看，感知设备会直接告诉你；
道路扬尘是否超标、井盖是否被移位
等也会有“第三只眼”实时监控。记
者从静安区获悉，从5月份开始，静
安将在全区14个街镇部署安装近20
万套感知设备，将于今年九月完成建
设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目“大
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静安）”项目
（简称“151项目”），率先在全区覆盖
一张物联网络，构建城市精细化管理

“神经元末梢”。

垃圾桶“会说话”
清扫车装感应器

近期，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到延
安西路段）的61个垃圾箱都被“动了
手脚”，换上“电子心脏”。记者昨天
在南京西路常德路路口看到，街头的
一个个垃圾箱外表看似和其他垃圾
箱无异，但打开盖子，却发现里面装
了一个迷你监测感知设备。一旦垃
圾溢出来，就会自动将消息发给环卫
工人，没过多久就有人来清理。

据研发该垃圾箱智能化辅助监
测管理系统的上海玖海智能科技总
经理曾伟东介绍，垃圾箱之所以会

“说话”，主要就是里面装的迷你监测
感知设备起了作用，它能实时收集传
输垃圾箱的数据，能及时发现垃圾满
溢情况，通知环卫人员来清理。不仅
如此，采集端还集成了温感装置，一
旦垃圾箱内温度在自定义时间内急
剧升高，立即向一线环卫人员和后台
管理自动发出警报，防止发生自燃或
引起火灾。“这套系统可以实现远程
监测，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能帮助
城市管理者实现远程感知、智能分析
和实时处置，有效处理垃圾箱满溢等
情况。”

“会说话”的垃圾桶只是冰山一
角。南京西路街道网格中心副主任
朱文凯介绍说，在“151 项目”试点
中，街道着力于以智能技术提升工作
标准和保洁能力。与南京西路保洁
相关的洒水车、清扫车数据已接入南
京西路精细化管理指挥中心，新型废
物箱传感器也已安装完毕，并从今年
5月1日起实行精细化分类收集，主

要对饮料瓶、易拉罐、塑料杯进行分
类收运。“作为上海窗口展示。《南京
西路街区‘精细化’保洁标准体系》初
步成果经市领导批示、市绿化市容局
组织推广，相关贯标工作已与市局对
接，近期市局将组织专家论证，有望
上升为地方标准。”

静安全区将安装
近20万套感知设备

据了解，目前“151项目”已完成
临汾路街道试点和南京西路精细化
管理示范区的建设工作，将在静安区
14个街道部署感知设备，构建覆盖
静安全区的物联网络。依托前期的
充分准备和布局，从六月起，静安区

“151项目”将全面建设启动，这意味
着一张覆盖静安全区的物联网络将
在静安全区铺开。“151项目”将于今
年九月完成建设。

据悉，上海作为我国的超大型城
市、国家大数据（上海）综合试验区，
大数据产业资源丰富，政务数据共享
开放日趋完善，物联网应用布局领
先，静安于2017年7月挂牌为“上海
大数据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试验
区”，去年12月其“151项目”被国家
发改委列为2018年数字经济试点重
大工程支持项目。

该项目率先在“一域一路一园”
先行试点，其中，临汾路街道在今年3
月份已完成街道社区综合指挥运营
管理中心建设并上线运行，部署了
5500多套感知设备，覆盖15个规定
应用场景和若干可选场景，5月份开
始，将在全区14个街镇部署安装近
20万套感知设备；一路，以道路综合
管理路长制为主，南京西路精细化管
理示范道路先行，已明确道路沿线

“人、交通、城市部件、环境、地面部
队”五大类管理对象，部署了近600
套感知设备，共16个管理场景，建成
南京西路精细化管理指挥中心；一
园，以产业园区为主，市北园区先行，
目前已形成最终建设方案，6月底完
成建设。

通过在静安开展“151项目”试
点，形成区域示范效应，并逐步将静
安模式复制到全市乃至全国，形成上
下联通、纵横协同、应用创新的大数
据城市精细化管理新机制。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西藏高海拔、高寒冷、高
烈度地震及生态脆弱等“三高一脆”
特点，使得工程建设受到恶劣自然环
境的制约尤为严重。同时，由于水泥
在低温情况下无法达到建筑所要求
的强度，西藏每年只有4月至10月半
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施工。而今，用乐
高模式打造雪域高原栖居，上海交通
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胡昊、
杨健领衔，徐峰、王斐亮、张家春为技
术骨干的建筑工业化研究团队正探
索出一条科技援藏之路。

高原装配式建筑是预先生成结
构信息化模型，确定每一根钢构件及
墙板的尺寸、形状、开洞位置等。提
前在预制构件工厂采用自动化设备
生产出钢构件、墙板和其他部件，并
在工厂完成管线洞口开设，在房屋施
工现场，只要采用“乐高搭积木”的作
业方式，即在现场地基上，按照每一
个钢构件的编号进行现场安装，就能

在现场采用“干”式方法施工，节点拼
接均以螺栓连接形式完成，无需灌浆
及焊接作业，最后完成屋面吊装及水
电安装。

高原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方式将
包括主体在内大部分构件和部品转
移到工厂生产，将传统的建筑工地变
为住宅工厂的“总装车间”，最大限度
消除人为因素的制约。

这样一来，主体结构全部采用钢
结构，只有起围护、分隔作用的墙体
需要用到水泥。那水泥从何而来
呢？经过调研发现，日喀则地区有一
定数量的采石场，其产品废料——小
石块，大有用武之地。研究团队通过
技术攻关，将采石场废料小石块变成
发泡混凝土。

通过这种变废为宝、就地取材的
做法，不仅很好地解决了高原装配式
建筑新体系与藏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矛
盾，还为当地采石场的废料找到了稳
定的销售渠道，并且为预制构件加工
企业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了三赢。

上海交大科技援藏

乐高模式打造高原藏式新居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患者徐老伯得了骨肿瘤
后，在老伴陪伴下来到家对面的电力
医院。在这里，他直接看上了肿瘤医
院陈勇教授的门诊，随即检查后开了
住院单，没几天就入院做了手术。遇
到了“家门口的肿瘤医院”，这让徐老
伯本来很郁闷焦灼的心情略感欣
慰。记者昨天获悉，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试点推行肿瘤专科医联体建
设，目前已经在5个区打造11家“家
门口的肿瘤医院”，市民就近挂号、

“专线”预约、转诊走“专用道”、大专
家线上即时会诊读片出方案，真正让
不少病人松了一口气。

像徐老伯这样的“家门口的肿瘤
医院”，都是原先的区级医院，在纳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医联体大
平台后，获得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名专
家、高端技术资源。截至今年 4 月

底，由肿瘤医院转至下级医院的患者
近5000人次，由医联体内上转至肿
瘤医院的病患约为 600 人次。肿
瘤医院院长郭小毛表示，医联体
内实行有效的“下沉上转”运行模
式，让肿瘤医院优质资源在医联
体内互联互通，延伸基层，让更多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和肿瘤医
院一样的同质化肿瘤诊疗，即便在
家门口医院碰见“吃不准”的肿瘤疾
病，也能第一时间享受到医联体内的
远程会诊、快速转诊，大大缩短诊治
等候时间。

此外，肿瘤医院建立“肿瘤医院
远程医疗平台”，病人可以优先预约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专家号，病人
在医联体做的检查检验全部互通共
享，使得病人再也不必重复检查、来
回折腾。患者在家门口即可申请肿
瘤医院专家会诊和病理会诊，可以远
程在线诊断读片。

复旦肿瘤医联体打造
“家门口的肿瘤医院”

静安打造覆盖全区的物联网
今年9月将实现城市大数据和精细化管理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精益求精的工艺作品、
时尚便捷的产品设计、前卫大胆的服
装理念、美轮美奂的未来科技，向公
众展示创意与创业、艺术与技术、作
品与产品的融会贯通。这些出自上
海各大高校学生之手、聚合汇集起来
的9大类共3000多件优秀文化创意
作品齐齐亮相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当日，“上海市文化创意产教联盟”宣
告成立，也由此拉开了第三届“汇创
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汇展
的序幕。

据了解，依托上海市各级政府支
持、上海市各高校与文化创意企业、
行业、园区、基地的共同参与而成立
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教联盟”，是贯
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本
市“文创50条”、加快推进高等院校

和文创园区、文创基地联合培养高素
质专业化文创人才的切实之举。首
批联盟成员包括23家文创协会、园
区、基地和20所上海高校。

今后，“上海市文化创意产教联
盟”将通过“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双
向引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政策
解读、培训交流、氛围营造”等一系
列举措，充分整合、共享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资源，畅通校园与市场、专业
与行业的互动桥梁。此外，还将依
托市文创办和市文教办两个协调平
台，共同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
及时研究协调高校与文创园区、文创
基地开展产教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与问题。

青年报记者获悉，此前，已经有
不少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受到市民青
睐并当场购买成交；有的作品被用人
单位相中，双方直接签约，学生开通
了从作品到产品的快速通道。

上海成立文化创意产教联盟

■都市脉搏

展会现场展出了3000多件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