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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13个“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来临之际，由中共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妇女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中国
企业报》中企视讯共同策划的“周
日晚8点——巾帼数智”专场系列
专题直播于3月5日顺利播出。

该专题聚焦数字化、绿色化
(绿色低碳) 和前沿化(五大未来产
业)，以“数字·绿色·未来”为主题，
邀请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技
女性、女企业家和女性高管、专家
学者等，聚焦“她力量”锻造数智城
市新空间、“她智慧”赋能绿色新发
展、“她女神”擘画未来产业新布
局、“她先锋”开创数字新文旅四个
主题，分享优秀科技女性勇担时代
使命，助推时代进步的经验、经历
和感悟，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
风采。

推动数字化发展，女
性力量不容忽视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妇女工
作委员会表示，近年来，上海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不
断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带来
了许多新机遇，越来越多的创新创
业女性活跃在各行各业，希望产业
和信息化领域广大女同胞们能够
以不被局限的力量，勇担时代使
命；以自我认同的力量，引领时代
创新；以海纳百川的力量，助推时
代进步。

据全国妇联数据，目前全社会
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40%

以上，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
约45.8%，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
性已达55%，一大批优秀女性已成
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如果说女性地位是国家文明
程度的标志，那么女性的作用就是
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上海市中
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卫丙戊
表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
济是引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是路径；在这一过程中，
广大女性同胞的作用是不可忽视
的，中国女性正以平等独立、担当
作为的奋斗姿态，向全世界展现着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
形象。

在本期节目中，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总师室总工程师助理肖晴，上
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纪莎
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中
心技术研究院副总经理、金融科技
部总经理董艳敏围绕“如何搭起数
字化手段与行业应用的桥梁”“上
海如何在数字化城市的锻造中保
持前列”“如何确保数字化资产的

安全性、有效性、公平性”等话题，
展开讨论与交流。

搭建数字化手段与行
业应用桥梁，解决智慧
落地行业难题

随着数字技术深入各行各业，
城市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一系列的
新趋势和新动向。如何在数字化
手段和行业应用之间搭建起桥梁，
解决智慧落地行业的难题。肖晴
认为，首先要熟悉行业，结合用户
需求设计解决方案，并且提供持续
的运营和服务，才能有序分层推进
数字化转型。

“不断学习相关政策，加深行
业认知，才能更加贴近用户需求。”
董艳敏认为，要提升自己，加强与
友商合作，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符
合其发展规划的解决方案。城市
数字化转型涉及面广、层次多，如
何打通跨部门跨层级之间的数据
壁垒和信息孤岛，实现融合共享是
非常重要的问题。

城市既是人们工作生活的栖
息地，也是展示发展成果的全景
图，怎么把擘画的城市蓝图转化为
施工图，怎么把全景化加工成实景
化，纪莎莎认为，智慧其实是行业
服务的一种手段，将仿真模型与大
数据模型作为行业智慧核心，并做
好沟通行业需求与产品落地的项
目经理、产品经理，是让智慧融入
行业的有效手段，可为垂直行业提
供借鉴。

上海在数字化城市锻
造中保持前列的重点与
难点

肖晴认为，上海在数字化城市
的锻造中保持前列的重点与难点
在于重视应用场景，打通、共享数
据以及普惠和公平。“通过场景可
以将整个系统以及使用逻辑和供
给输出串起来，数字化转型最终是
要使更多的人享受数字化带来的
红利，真正通过数字化解决问题。
智慧城市是以人为本，未来智慧城
市应当回归到人这个主体。”

标准先行，注重数据安全、保
证服务稳定，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
融合。董艳敏这样认为，“现在更
强调的是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
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为
我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不同于交通、金融、医疗等近
期国家发展的重点行业，纪莎莎认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转
型之路需要一步一步走，踏踏实实
的从需求侧做起，提高生产效率，
将智慧应用场景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希望通过分级管控的方式，为
科研工作者前瞻性项目、前沿性课

题适当开放公共数据，让真正想要
使用数据的人能拿到数据，从而用
数据创造更多价值。

数字化发展，要“硬实
力”也要“软关怀”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市民是对这一转型变化感受最深
的人。在锻造数智城市新空间的
过程中，科技的硬实力往往让大部
分老年群体面临着难以跨越的数
字鸿沟。如何通过数字化方式让
城市更具温度，是上海市始终探索
与努力的方向。

肖晴分享了上海电信的“智
慧守沪”计划，上海电信以“一亭
一号一网”为基础，构建15分钟生
活圈生态。其中“一亭”就是运用
信息化技术让电话亭变身数字安
全岛。

针对如何让城市更有温度，董
艳敏分享了疫情期间健康云团队
快速上线帮助老年人及时配药的
线上服务案例，以及普通市民能够
享受先诊疗后付费的快捷就医的
绿色通道服务案例。“既要聚焦城
市中枢大脑的建设，又要留意神经
末梢的需求；既要有技术进步的面
子，也要有民生保障的里子。”

此外，纪莎莎分享了团队解决
城市内涝、构建管道健康智能评估
模块、研发管道智能运维平台的案
例，“我们城建设计集团一直希望
能够在城市生命线这条道路上，走
得更远、走得更好，包括水务、桥
梁、道路等团队都在发挥智慧力
量，希望能够让整个城市的基础设
施更安全、更有韧性、可持续，所以
我们的工作不仅跟智慧有关，还跟
绿色发展、城市安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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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数字化城市“硬科技”与“软关怀”的多种可能
“周日晚8点——巾帼数智”系列专题尽显“她智慧”

乌兰琪琪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
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推动公共安全治
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保安员发挥着群防
群治的主动性，作为深入社会治
安的“毛细血管”，对于提升治安
防控力量效能，编织社会安全“防
护网”起着重要作用。

在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
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的背景下，为推进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秉持“警力有
限、民力无穷”理念，上海市公安
局虹口分局治安支队会同分局指
挥处，开发上线了一款名为“保安
在行动”的小程序。

“面对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
市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要将治
安防控做精做细，单靠民警力量

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上海也有类
似‘朝阳大妈’的平安志愿者，然
而相比较而言，保安更接地气。”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治安支队
副支队长郑翔这样介绍。

保安员深入基层，做
社会治安的“神经末梢”

保安群体有着基数大、范围
广、全天候的特点，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可以说是自带优势。

几乎所有建筑物出入口的地
方，都能看到保安员的身影，他们
守卫着社区、写字楼、医院、商圈、
企业、公众物业、政府机关等场所
的“门户”。此外，在街面也有保
安员承担起指挥交通、秩序维护
以及城市管理的工作，几乎覆盖
了城市内所有的物理空间，这是
一支深入到社会最前端、最细枝
末节地方的力量。

7×24小时，365天的不懈坚
守，让保安员成为片区的“万事
通”，他们熟知区域内包括设施设
备与人员的状态和动态。从日常
进出的人流中锁定可疑人员，排
除安全隐患，都靠保安员的一双

“火眼金睛”，可以说，他们自带安
全“雷达”。

小程序上线，保安员
积极响应

保安队伍有着恪尽职守、全
天候联动响应的优点，是一支公
安机关可依靠、可发动的重要力
量。据了解，2022年7月，“保安在
行动”正式上线，组织引导虹口区
数千名保安员参与发现异常、信
息上报、联勤联防、应急处置等工
作。主动补齐公安系统治安信息
采集薄弱、保安员日常管理缺乏
抓手等短板，有效提升保安员参

与群防群治的工作效能。
通过这款小程序，保安员定

期发布消防隐患类、社会管理类
等信息。据了解，目前已上报各
类信息千余条，协助查破各类案
件数十起，抓获多名违法犯罪
人员。

郑翔列举了一个案例，“某辖
区内的保安员在一家水果店发现
异常，这个店内乱拉电线，存在极
大的消防隐患，保安员随手拍照
上传，提交信息，派出所收到后马
上去现场检查，开了整改通知书，
整改后电线变得整齐规范，消除
了一起消防隐患。”民生无小事，
通过早发现早处理，最大限度降
低了潜在危害。

科技赋能，打造信息
流转闭环

郑翔介绍，针对保安员的立

功表现，按“一事一奖”“一案一
奖”的模式发放奖金进行激励，
这不仅仅是物质激励，获得的
荣誉对保安员更是一种精神
激励。

当前在小程序注册的虹口
保安员有 3000 余人，保安服务
点 1000 余个，覆盖率高达 95%，
实现了对虹口辖区保安员及所
在行业领域的“底数清，情况
明”。同时通过将保安员、服务
项目点位、保安公司、派出所辖
区进行关联，“查所知点、查点
知人、查人知点”，进一步优化
了线索信息的流转模式，实现
信息线上的闭环。

自“保安在行动”上线以来，
经受了实战考验，实现了“看得
见、呼得应、管得到、挡得牢”的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机制，为上
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保驾护航。

以平凡造就不凡，虹口公安“保安在行动”
助推基层安全治理模式创新

“周日晚8点——巾帼数智”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