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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加速回暖
开票金额显示升温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记者从
税务部门了解到，在餐厅种类丰
富、老字号品牌集聚的黄浦区，区
内餐饮企业的开票金额在2月份触
底后降幅逐月收窄，8月份首度恢
复正增长，三季度开票金额较去年
同期增长15.2%，复苏情况喜人。

位于豫园九曲桥畔的南翔馒
头店开票数量和开票金额自2月份
触底后呈直线增长态势，三季度相
比二季度金额增长约74%，豫园餐
饮部财务人员介绍，受消费内循环
拉动，本地游客回流对境外游客减
少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目前南
翔馒头豫园店堂食销售额已恢复
至同期八五成左右。前十个月，南
翔馒头店数千万元销售额享受到
了疫情期间餐饮增值税免税政策，
10月份开票数量和金额均到达今
年以来的最高点。

《初心之地》出版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师范
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
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苏智良昨天作客第56期学
习读书会。结合目前全党上下开
展的“四史”教育活动，他和读者一
起来探寻“红色源头”。苏教授的
新书《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
纪念地全纪录》最近也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推出。

苏智良教授一直从事革命史
研究，他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也很
引人注目。这次他带领“上海红色
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团队坚
守十年，对上海的“红色源头”进行
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广泛的实地
调查，形成了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
色文化基因图谱。《初心之地——
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是其
项目成果的集中展现。

“在上海，众多城市空间都有
革命先烈奋斗的身影。”读书会上，
苏智良介绍了至关重要的“老渔阳
里2号”，陈独秀、毛泽东、李达、共
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都曾在
此留下足迹，它不仅是上海共产党
发起组的成立地，也是《新青年》杂
志编辑部、“一大”筹备地、“一大”
后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一系列
建党活动在此展开；“三益里 17
号”，陈望道在此接受了翻译《共产
党宣言》的任务，而在今天复兴中
路建立的印刷所里进行了印刷出
版；中共二大在辅德里召开，而在
延庆里的“博文女校”则入住了大
部分的“一大”代表；最后，苏智良
介绍了在树德里中发生的“一大”
召开的往事。

上海又有哪些
让人惊叹的城市治
理“黑科技”？“一网
统管”给老百姓带
来了怎样的新便
利？17号线西延伸
段有何最新进展？
在昨天于国家会展
中心开幕的 2020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
筑博览会上，都能
找到答案。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一站式领略超大城市治理智慧
2020年上海这次的城博会上信息量好大

现场展示城市智慧化管理系统。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在隧道股份城市运营的展
位，实时显示城市路网信息的
大屏幕吸引眼球。记者了解
到，这其实是城市运营打造的
国内首项服务于超大城市路网
精细化运营的数字化平台。

一个平台背后，整合了智
能传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诸
多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一
屏观设施，一网管运维”。隧道
股份城市运营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滕丽告诉记者，目前全市
1500多公里的市级道路基础
设施都被平台覆盖，可以进行
实时监控。“上海全市95%以上
市政道路基础设施都属于我们
运营集团管理，路网长达1500
多公里，全市建有180多个应

急基地，2000 多台应急车辆，
如今都可以在我们的数字化平
台上实现管控。”

滕丽介绍说，管控极度精
细，比如高架道路可以精细化
到每根桩的信息，所有车辆都
有GPS、视频管控系统，在作业
时实时监控，各种高科技也被

“铺设”到了各个点位，最大的
好处就是提高了城市应急反
应速度和处置能力，对于城市
设施养护也从被动转为主动
预防。

“比如我们去年针对夏天
气候性灾害，梳理了全市最容
易漫水的89个积水点，安装了
自动监测设备，可以实现提前
预知，在今年防汛防台期间就

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今年，我们
还在路面试点安装了气温传
感器。”滕丽告诉记者，马上进
入冬季，路面传感器可以实时
监测路面温度，如果气温过低
比如达到零摄氏度零界点，就
会提前预警，养护人员可以立
刻采取措施，防止路面结冰，
保证行车安全。目前，这样的
气温传感器已经在全市包括
内环、越江桥梁等10余个点位
试点安装。

这些超大城市精细化、智
慧化治理的新技术在临港新片
区等更有集中体现。据透露，
目前隧道股份城市运营在临港
新片区实践推行“五位一体”集
成化运维模式，以网格区块为

基本管理单元，统筹运维环卫、
绿化、市政、雨水系统、照明系
统。“绿化方面，土壤监测，井盖
安全，垃圾箱是否满溢，路灯信
息，包括水系的自动化管理等
都可以一体化统一运维。”滕丽
告诉记者，临港新片区也将成
为“未来城市”区域智慧运营的
样板间。

除此之外，这一“上海品
牌”还走向了长三角。记者在
现场看到，嘉浏高速拓宽工程
就融合了全息感知、BIM、GIS、
车路协同等前沿科技手段，预
期实现车道级交通流精准监
测、事件自动识别上报、快速应
急智能管控等，也是国内首条
存量高速智慧化示范项目。

17号线西延伸段有望连通嘉兴

“一网统管”推进城市智慧化

气温传感器能监测路面温度

新管理

新建设

记者采访发现，在这一由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联合国人居署联合主
办，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
中心协办，上海市绿色建筑协
会承办的博览会上，近5万平
方米的展区里，智慧城市、一
网统管成为城市治理中出现
最多的关键词。

青浦区展示的视频智能
应用平台，可以对占道经营、
堆料堆物、出店经营、垃圾外
溢、违规撑伞、渣土车管理、非
机动车管理、路面积水、乱穿
马路、明厨亮灶、机动车管理
和暴露垃圾等12大场景中应
用，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实现分
钟级的自动识别、自动发现、

自动派单、自动核查、自动结
案，全流程智能化的管理方式
已经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进
博会期间应用。原本每24小
时一个周期人力投入约360人
次，如今大大减少，从人力巡
查成功过渡到了人机协同。

杨浦区新建了智慧车棚，
可以实时监控车棚火警。消防

占道也能进行智能监控，甚至
楼宇门磁都能“无障碍”监控，
一旦有异常出入情况，就能报
警，智慧化的一网统管在背后
默默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上海智能交通展示的全息
感知路口，通过道路、车辆、环境
等全面信息的采集和发布，让
智能网联引领车路协同管理。

除了全新的城市治理技
术，不少新的建设项目也在此
次城博会上亮相。在上海地
铁的展区，就呈现了一张规划
中的 17 号线西延伸段走向
图，从图中看，17号线西延伸
段将沿着沪青平公路、沪渝高
速走向，规划设有西岑站、金
泽站。

目前，已经运营的17号线

的最西端为东方绿舟站，而规
划西延伸线将从东方绿舟继
续向西延伸13公里至金泽镇，
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
乡客厅”所在地。线路途经西
岑科创中心，规划走向与青浦
区沪湖复合功能发展带相吻
合，是17 号线客流走廊的延
伸，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域轨交
线的服务范围，为示范区内的

生活圈拓展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目前 17 号

线西延伸线路走向和站点衔
接，定位于客流主通道，将处
理好与城际网的关系，实现合
理的功能分工。通过17号线
的西延伸工程，可以提供多元
化服务，极大满足地区出行的
多样化要求。

不过工作人员也表示，目

前17号线西延伸工程还未进
入工程可行性审批程序，相关
规划的站点等都还有变数。
但未来市民可以通过17号线
直通金泽镇是没问题的，此
外，未来浙江方面如果有相关
规划，也有望通过17 号线西
延伸段与浙江嘉兴连通。根
据初步规划，该工程将争取于
2021年开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