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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半自动”到
“一体化闭环”

1992年出生的张楠的专业
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如今，她
是中电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嘉
定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团队的
负责人，亲身参与了智慧防汛系
统从开发到上线的全过程。

“城运中心的智慧大屏是今
年6月上线的，之所以要卡在这
个时间点，是怕耽误汛期的防汛
工作。”为了赶在汛期之前上线
防汛系统，团队铆足了劲，一刻
也不敢松懈。

“从时间上看，软件开发花
了2个月，而硬件安装加调试，也
需要这么长时间。”前期，他们在
下立交最低洼处安装液位计，收
集产生的数据。接着，要将收集
的数据送到后端进行处理。她
告诉记者，在之前，下立交防汛
提醒还是“半自动”的，系统告警
后，需要城运中心打电话通知负
责人。

“现在，一旦下立交测试
点位的液位计触发预警，相应

的信息就会通过政务微信自
动推送到属地街镇的防汛部
门负责人手里，他们会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张楠
介绍道。

不仅如此，事件处理完毕的
照片，则会被传回中心。告警、
通知、接单、处置，全部在线上自
动完成，“可以说，已经真正形成
了管理闭环。”张楠说。

一线冲锋陷阵
后方全力支撑

今年夏天的一次暴雨让她
印象深刻。

7月8日下午 3 点 15 左右，
突发暴雨，8 个下立交同时报
警，当时，为了能更好地和政务
部门对接，团队的办公地点也
从原来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三十二研究所，搬到了现
在的城运中心。在大屏上，积
水测试点位的报警信息也已经
显示出来。在“一网统管”建设
初期，城运中心通过数据抓取
对接了防汛部门的积水监测、
公安部门的“雪亮工程”，对全

区 81 个下立交实现了感知监
控的覆盖，并按照防汛部门设
定的 10 厘米和 15 厘米不同的
阈值，以黄色和红色来标注不
同的报警等级。

“8个下立交同时报警，瞬间
让 整 个 大 屏 看 起 来 都 是“ 红
点”。”她回忆道。当时政务微信
的通知就像雪片一样，纷纷“飞
向”防汛人员的手机。

突发暴雨尤其考验防汛部
门在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处置能
力。根据上海市的规定，一旦下
立交积水超过20厘米，路政部门
会启动限行措施；积水超过25厘
米，则会对下立交实施封闭措
施。

风雨就是集结号，汛情就是
出征令。城运中心的反应迅速，
就近调配，进行联勤联动、高效
处置。短时间内，她在后台就收
到了大量处置完成的通知。

技术手段提升的目的是实
现城市治理软实力的升级。汛
情下多部门的高效协作让她不
由得感慨万分：“你们在防汛一
线冲锋陷阵，我们必在后方全力

支撑！”

青年参与城市转型
共青团出了一把力
数字化正在激发城市生命

体每一个细胞的活力。
在此前的新时代上海青年

发展战略论坛上，上海纽约大学
创校校长、名誉校长俞立中指
出，除了享受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红利外，青少年也要承担起社会
责任，充分考虑和包容“数字鸿
沟”带来的各方面差异，帮助弱
势群体实现跨越，使人人都成为
数据的生产者、治理者、使用者、
获益者。

对此，张楠深有感触。“团队
里的成员基本都是信息技术和
计算机科学专业出身，本就和城
市数字化转型息息相关，而这个
行业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就有一
种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相伴相生
的使命感。”

上个月，张楠的团队参与
“奋斗杯”上海市青年技能大赛，
凭借嘉定区下立交智慧防汛系
统获得了一等奖。根据大赛主

办方介绍，大赛聚焦“城市是生
命体、有机体”，用数字化方式创
造性解决超大城市治理和发展
难题，用数字化场景牵引技术创
新和拓宽市场空间，全面提升城
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
化。重点考察团队运用计算程
序设计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提升青年对城市建设的参
与感、获得感。

“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张楠说，团队在未来还将进一步
依靠软件开发提升物联网感知
能力，对灾害隐患进行提前预
警、快速处置，有效提升城市防
范化解风险能力。

现在，共青团也为青年参与
数字化转型出了一把力。据悉，
为推动“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
计划”走进嘉定，更好助力城市
数字化转型，市科技团工委与嘉
定团区委进行共建签约，发挥

“联合起来办大事”效果，推进青
年共建成效，为全面推进城市数
字化转型，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共青团
的贡献。

青年使命感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相伴相生

这群90后让防汛“智”在必行

“积水预警：沪宁铁路墨玉路下立交检
测到积水已达15厘米！”在嘉定城运中心，有
一位“永不疲劳”的值班员，城区里哪一处下
立交积水都逃不过它的眼睛——它就是足
足两层楼高的指挥大屏。负责大屏开发和
上线的团队是6名90后年轻人，最小的只有
23岁。

历经一次次汛期考验，上海的“一网统
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这群来自中电科
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的年轻人将原本的管理
系统进化升级，进一步提升全区的智慧防汛
能力。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嘉定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团队的年轻人们正在工作中。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李文雅，白羊座、A
型血，兴趣爱好：看电影、听音
乐、旅游……”昨日上午，上海市
卢湾中学六（2）班的15名同学从
导师李文雅手中接过了她的“导
师名片”，名片上标注了她在办
公室的空闲时段，学生们遇到任
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找她倾诉、沟通。
当天上午，卢湾中学共有

18位导师给自己指导的学生们
发了“导师名片”，并在不同地
点、以不同活动形式与学生交
流、沟通。校长张怡表示，此次
六年级组导师团队开展的导师
学生成团活动，提倡导师进行
多元化设计，通过一次主题团
建仪式，加深彼此了解，拉近师
生距离，为今后开展个性化辅
导奠定基础。

拉近距离
寻找师生共同兴趣
本学期起，在已有试点基础

上，上海在全市中小学重点年级

推行全员导师制，其中，初中阶
段学校覆盖所有年级。

卢湾中学95后青年语文教
师李文雅是一名六年级的导师，
指导了15名学生。如何尽快和
学生们“打”成一片、让学生们信
任自己对自己敞开心扉？李文
雅决定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入
手。在这次导师学生成团活动
中，她设计了“我想‘唱歌’给你
听”主题活动，以学生们喜欢的
唱歌、绘画为切入点，用学生们
喜欢的、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交
流。活动中，李文雅老师还巧妙
设计了“秘密歌单”，学生们可以
在歌单背后记录自己的小秘密
和小愿望。

做“减压阀”
为学生匹配“知心人”
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时期，面对学业和自身
成长，家长往往会忽视学生的压
力，学生有目标却不知道如何实
现，这时导师的专业知识和个人
经验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沈志强老师是一位体育教
师，结合“五项管理”中对学生体
质健康的要求，他认真分析了学
生的体质状况，为自己指导的学
生每人开具了一份《运动处方》，
处方上的内容都是根据孩子现
在体质情况量身定制的运动项

目，增强了体育锻炼的针对性和
效果，也充分体现了导师的个性
化指导。

全员导师制是教育的一种
新探索，尤其在“双减”政策全
面落实的情况下，学生在校时
间明显增多，教育教学模式又
面临了新的挑战。卢湾中学校
长张怡介绍说，在黄浦区中小
学全员导师制试点工作启动
后，作为黄浦区首批试点校，卢
湾中学制定了《全员导师制工
作推进方案》。

学校将导师制作为保障“双
减”政策落实的一个有效策略，
对标“双减”要求，匹配好每一个
学生良师益友的“知心人”，创设
好每一对师生谈心谈话的“常
时空”，目前已经初步探索出了
一条全员导师制工作的有效路
径，逐步实现了“学生人人有导
师，教师人人是导师”的良好育
人氛围。

导师给学生发“名片”
创设师生谈心“常时空”

李文雅发放“导师名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