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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三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浦东新
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部署要求。

一是组建组织架构。成立中心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二是组织专题学习。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中心组学习，组织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三是认真开展自学。
购买党史学习教育“四本书”，希望大家认真学

习，提升党性修养。四是严守宣传纪律。遵
守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历史的重
大判断，以及关于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
人物的最新结论和基本提法，不传播在党史
研究中还没有定论的历史，不跟风、“不蹭热
点”，方向正确。五是积极报送亮点。深入学
习党史及时发现和挖掘中心的特色亮点。

莫华一同志以《深刻铭记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为题，为党员讲专题党
课，带领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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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酷炫溜背的轿跑、充满黑科技
的飞行器、前卫潮流的联名限量……“设计
之都”今年有哪些亮眼设计？为进一步宣传
推广上海设计力量，打响“上海设计”品牌，
上海正通过“设计100+”活动集中展现各行
各业年度设计成果。记者近日获悉，上海市
经信委启动第二届“上海设计100+”工作，
共遴选287项进入公众投票环节。

在2010年，上海加入联合国“创意城
市网络”，定名为“设计之都”。根据市委、
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通过“上海设计
100+”集中展现各行各业年度设计成果。
首届“上海设计100+”一经推出，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今年，第二届“上海设计100+”共征集
2020年度设计产品、设计事件和设计案例
1541件，数量远超上届，更有长三角、京津
冀、珠三角设计企业积极申报，“上海设计”
品牌效应初显。经专家评分归类，共遴选
287项进入公众投票环节。

投票共设赋能产业、时尚生活、健康生
活、服务城市、洞见未来5大板块。“上海设
计100+”的产生充分参考大众的意见，面
向全社会进行投票，投票时间为2021年4
月16日至22日。公众投票结束后，启动
专家和市区两级产业部门投票。综合公众
投票（权重30%）、专家投票（权重50%）、产
业部门投票（权重20%），最终确定“上海设
计100+”。

“上海设计100+”的产生充分参考大
众的意见，面向全社会进行投票，投票时间
为2021年4月16日至22日。本次活动本
着充分遵循市场规律，政府搭平台引导产
业发展、社会大众得实惠的原则，为参与投
票的公众设置了17个品类，合计1771件
精美的设计奖品，均由热心企业赞助提
供。其中大奖为纯电轿跑SUV Marvel R，
将奖励给“最具慧眼”市民（即投票与最终
结果拟合度最高）。

据悉，最终上榜本次“上海设计100+”
的产品将在首届设计之都大会上集中展示，
并择优推荐参评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大奖。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如何让城市治理更智慧、
更便民？日前，上海市城管执法局也开
展了城管执法新实践，充分运用城管执
法对象监管系统的数据资源，探索推进
全市街面环境分级分类执法管控工作。

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依托内部
自建和外部共享两种方式，已建成涵盖
21类城管执法对象的综合数据库，为
分类分级执法监管新模式提供了有力
支撑，并且运用数据过滤、修正、封装等
技术，开展执法对象数据标准化治理，
确保沿街商户的数据全面、准确、及时。

在推行分级分类等级管理过程中，
综合沿街商户业态、商户依法经营等情
况，对沿街经营商户进行风险等级初始
设定，设置“红、黄、绿”三色情况，分别对
应不同执法检查频次。显示为“红色”的
商户，每两日辖区中队执法队员至少检
查1次，“黄色”商户，每周至少检查1
次，“绿色”商户，每月至少检查1次。此
外，结合辖区城管执法中队队员开展日
常检查、执法办案以及市民投诉、媒体曝
光、实效督察等情况，动态对沿街商户风

险（颜色）等级作升降级调整。
2021年起，浦东城管成为全市范

围的先行试点。在浦东，浦东城管已初
步构建由1个局综合信息平台、35个城
管中队微平台、1800余个城管队员手
机APP执法终端组成的“三位一体”智能
体系，做到了“人车撒点找得到”“视频
接入看得见”“通讯对讲叫得应”的新型
勤务指挥模式；优化了智能告警→中台
甄别→派单处置→审核入库四级闭环
执法流程，极大提升了城管执法的智能
化、专业化、科学化执法指挥监管水平。

针对跨门营业、乱设摊和占道洗车
等街面环境秩序突出问题，浦东城管开
发多维度智能场景算法模型，实现对街
面违法行为的智能识别、自动采集、精
准聚焦。针对浦东街面市容环境秩序
管理特点，区局升级应用开发、强化智
能场景设计，全面布局智能感知硬件网
络，通过街镇的“微平台”乱点监控探头
和城管球，共享公安、城运探头资源，聚
焦区域乱点及街面违法行为进行多要
素、全天候监测。此外，浦东城管首创
将智能车巡移动侦查技术应用于街面
治理中。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作为商业综合体数量多、业
态集聚、风格多元的商业大区，徐汇如何
既守牢安全底线，又打造品质高线？昨
日，在“打造品质商城 争创食安示范区”
活动上，徐汇市场监管局打出了一套推
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提档、品质升级的“组
合拳”。

据了解，今后每年12月至次年2月，
市场监管部门将委托区商联会和区消保
委组建由行业专家、主管部门和消费者
代表构成的评价组，采用公开检查、神秘
顾客暗访、顾客调查等方式，开展全覆盖
评价，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目前徐汇区已有10个商业

综合体成立了由物业管理方和食品经营
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食品安全自管会，其中
徐家汇商圈成立了全市首个商圈食品安
全自管会。

自管会代表着自律经营、自主管理、
自我提升。今年元旦小长假，一个顾客打
电话到美罗服务台投诉，反映商场某餐厅
饮料口感与之前不同，怀疑质量有问题。
美罗城自管会负责人徐军没有直接调解，
而是当场购买一杯饮料品尝，发现口感的
确不同。他认真查看了食品原料和制作
过程等，终于“破了案”。原来是“限塑令”
实施后，商户将塑料吸管改成了纸质吸
管，对饮料的口感有所影响。

据了解，60%以上的类似食品安全投
诉通过“自管会”得到解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新一代感知基础设施加
速城市数字化转型”主题论坛昨日在沪
举行，国内首家“城市物联感知场景服务
中心”同时揭牌。未来，上海各行各业的
物联感知场景需求都将通过这个中心发
布，并以该中心为数字化赋能的枢纽，为
需求方适配最优的解决方案提供方。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城市
数字化转型更需要物联感知基础设施
的全方位赋能。此次，上海新兴信息通
信技术应用研究院联合中电科数智科
技设立城市物联感知场景服务中心。

据了解，很多单位和企业对物联感
知场景有需求，比如地铁的智慧交通建
设、医院的智慧医疗场景构建，都能极
大地改善市民群众的体验感，因此，格
外需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以市民的
感受为抓手，以应用场景建设为核心，
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新型城域物联感
知场景服务平台。

在中心成立后，将落实物联感知体
系中“云网边端安”的相关工作，在经济、
生活、治理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工作中联
合四大运营商、上海感知专委会、申通地
铁、申康、电气数科、中电科、京东数科等
机构和企业，全面助力上海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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