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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城市
居民的生活经济条件
好了，闲置的衣服鞋

帽也多了。因为家里空间有限，又没有很好的处
理方法，不少居民只能选择扔掉。但是，不少闲置
衣物并无破损，由于不喜欢、不合适等原因而长期
闲置，扔掉这些衣物不仅可惜也是对资源的浪费。

闲置衣物正确处理不仅利于环境保护，并且
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国情教育、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为此笔者建议：首先，发展废旧衣物回收产
业，利用相关科学技术对旧衣服进行处理，挖掘旧
衣服的残留价值，达到变废为宝有效利用资源的
目的。

其次，对于一些没有破损的闲置衣物，可以送
到民政部门开办的慈善超市，或者由爱心志愿者
收集起来送给有需要的人。

最后，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加强宣传引导，树立
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鼓励居民从处理闲置衣物
做起参与环境保护。 （新疆 顾文革）

给闲置衣物找个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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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

推进“互联网+”居家养老
江苏连云港市加快推进“互联网+”居家养

老服务发展，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市级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整合、配置全市居家养老服务资源，
推动线上线下服务同步开展。列入服务平台的6
万多名老人，通过“95002”服务电话可以申请
家政、维修、理发、外卖、保健等上门服务，平
台根据申请内容进行派单，并对服务质量、收费
标准进行监督。目前，连云港市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已经初步建成。 耿玉和摄影报道

“我国已有 290 个市县区进入了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的智慧城市试点，600 多个
城市发声要搞智慧城市建设。其中，接地
气，实景、实物、实践是 TMF（国际电信论
坛）智慧城市峰会的最主要特点。”在日前
举办的第三届全球 TMF 智慧城市峰会
上，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如是说。

智慧城市从最初着眼于治理“城市
病”，发展为如今拥有更多智慧功能的生
活方式，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是其中的
关键。

解难题：城市成长的烦恼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等“城市病”愈演愈烈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交通拥堵、环
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
病”愈演愈烈，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银川为
什么要建设智慧城市？郭柏春坦言，这源
于做市长的烦恼。“我以前的工作场景是
早上到了办公室，门口排长队，很多人拿
请示报告，让我审批签字。薄薄的几页
纸，只有对某些事件现状的简单描述，却
要我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很多公文走了
一圈，两个多月以后又回到我的办公桌
上，我一看都是模棱两可的建议。”郭柏
春表示，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决策
其实很难。

不仅是决策，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都
成了“市长的烦恼”。开车遇到堵车，郭
柏春会意识到这是由于以前作交通规划
时，对交通流量的测算出现了很大的误
差。按照现在城市的汽车拥有量，会发现
路修窄了，立交桥修少了。单靠按汽车尾
号限行这一手段，无法真正缓解交通
拥堵。

如何治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
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是郭柏春
经常思考的问题。而他想得最多的是城市
管理要提升城市功能，为市民服务。“银
川以前就有 55 部便民电话，但是市民能
记住的只有 110、119、120，很多事情
的诉求直接打到了110警务电话上。这让
公安局和市民都很烦恼，一来干扰了正常
警务工作，二来并没有满足市民需求。”
郭柏春认为，此前市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
沟通并不顺畅，因此很难提供精准、有效
的服务。

这一连串的问题不仅是郭柏春的烦
恼，也是信息爆炸时代里每一位市长的烦

恼，更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中的政府机
构的烦恼。怎样才能把工作从被动式、救
火式、善后式变为主动式、前瞻式、预防
式？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智慧城市。智
慧城市最初的功能就是着眼于治理“城市
病”。后来，又增加了以人为本、惠民利
民便民、智慧社区等智慧生活功能。近几
年，银川等城市在产业上作了探索，将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上，提出了智
慧城市基础设施制造业、“互联网+”衍
生出的新业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智慧
产业概念，填充了智慧城市另一大功能
——智慧产业。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是
在帮助解决“市民的烦恼”和“企业的
烦恼”。

想办法：把问题数字化

通过技术将城市生活中的多种信息数

字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环境是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峰会
主办方之一TM Forum（电信管理论坛）
的CEO尼克·威廉士（Nik Willetts）表示：

“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技术
把这些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把一切数字
化，从而更好地找到切口。”

“数据收集是帮助我们实现智慧城市
数据转型的开端。”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朱
进云说。这也是解决“市长的烦恼”的第一
步。为此，银川作了许多尝试。“我们建立
了10大系统13个子模块。其中包括智慧
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安全、智慧社区等。
我们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汇集城市数据，
包括了利用摄像头、物联网设备等采集的
城 市 各 空 间 节 点 的 数 据 。 此 外 ，通 过
12345一号通平台来代替 55部便民电话，
获取来自公众的各类意见和建议，包括社
会化的需求等。”银川市大数据管理服务局
局长王川介绍。下一步是将“信息孤岛”聚

合起来，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来应用、管
理、组织、集成这些数据。目前，银川已经
打通了全市的26个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
数据能够开放和共享，这些数据都会传输
到大数据中心。

“我们需要有智慧型平台来满足多样
化的目标，它包含了现有场景和不断升级
的场景。”朱进云解释说，这就要求通讯系
统必须升级，现有技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
的需求。为此，近两年中兴通讯在研发上
投资了 100 亿元人民币，用来开发信息通
讯技术，加强自身服务，帮助实现智慧城市
的数据转型和其他行业的智慧转型。朱进
云表示，利用 4G、5G 技术，既可以缓解大
家对城市发展的担忧，也可以帮助改善很
多城市发展的问题，包括供电等。

尼克认为，未来，城市平台要将不同的
城市利益相关方聚合在一起，让他们相互
交流、相互合作。这不仅涉及政府部门，还
包括与私营企业和市民合作。这个平台不
仅能帮助政府作出决策，还要让市民、企业
也能为城市发展作出改变、作出贡献，从而
更好地满足市民需求，真正提升市民的幸
福感。

尼克建议，可以考虑在一个国家的某
个区域内，将不同城市的数据平台进行整
合，即进行平台的联盟化建设，进行资源的
动态共享，为大家创造更多可能。

找方案：实现三大功能

银川实现了智慧治理、智慧生活、智慧

产业三大功能，也为各地提供了经验

目前，宁夏银川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走
在了我国前列，其建设过程中的多种做
法，为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
经验。

如通过打造“技术架构、商业模式、管
理模式、专业监管、立法保障、体制改革”6
大创新支撑体系，建设智慧政务、智慧社

区、智慧交通等10大系统13个子模块，银
川实现了智慧城市的三大功能——智慧治
理、智慧生活、智慧产业。

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将人、车、路、
场、站一体化协同管理。“我们发放了50多
万张交通环保卡，设立了 481 个交通环保
卡监测点，给1481辆公交车安装了客流技
术设施，借此采集数据、了解城市交通状
况。”王川介绍，银川还部署了交通综合监
管系统、嫌疑车辆轨迹识别系统、大型场站
枢纽管理系统和公交线网优化系统来监管
交通状况，并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
100 个智能公交站台以及智慧银川 APP
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
化管理带来的便捷。

“我们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
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并在线公布，让原本
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
务于民。”王川表示，在可能造成环保问题
的企业会对污染环境数据实施全面采集。
通过63套采集设备，结合移动监测车和环
保无人机等流动监测工具，实时察看并调
取企业数据，从而约束企业行为，加强环保
能力。

当你下班回家，没带门禁卡也可以直
接刷脸进入社区，还可以顺路去拿快递柜
里的物品。在社区散步，你可以在任何公
共区域享受免费 WiFi 服务……这些便利
的生活方式，都将在银川正在打造的 100
个智慧社区里实现。据了解，每个智慧社
区都会配置一些智慧便利的设施，包括人
脸识别系统、智慧垃圾桶、快递柜和免费
WiFi、直饮水系统等，让群众充分享受信
息惠民的便利。

此外，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第
一级就是移动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
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其中社区医院可以
满足居民的初级医疗需求，网络医院可以
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并帮助居民和
三甲医院联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
直接对接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

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

一 起 走 进 智 慧 生 活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曹曼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

用基础研究，为建设智慧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在我国不断加快的智

慧城市建设进程中，各方创新应用

模式，让创新技术更好地落地，正

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南街道新龙新村 69 岁居

民武祥金在家里享受上门理发服务。

连云港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接

收老人服务申请。

连云港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查

看纳入服务平台的老人基本情况。

市民在银川市金凤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观看无人机中队巡查演示。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邀请市民了解数字

化智慧城管建设，实地体验智慧城管系统为城市管理工作带来的便捷和数字化城管执法的流程。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近日，河北石家庄市的李女士与光明
渔港裕东店签署了给儿子办婚宴的合同，

“我参观了厨房，食品卫生我放心”。
据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黄岩松介绍，石家庄市9000余家持证餐
饮服务单位全部完成“明厨亮灶”改造任
务，实现了“透明监管”，以“亮”促“变”。厨
房均改造为透明厨房，由“闲人免进”变成
了“欢迎参观”，消费者透过玻璃橱窗可以
看到厨房全景，后厨的操作过程一览无余。

食品安全无小事，就连卖煎饼果子的
便利店也有严格的食品安全规范。营业员
需持健康证、统一着装，店铺醒目位置必须
悬挂食品安全公示牌，上面要有监管人员
的照片、电话等。食客说：“现在监管严格
了，食品安全公示牌随处可见，明显感觉到
便利店比以前干净卫生了。”

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崔
芸介绍，不仅消费者希望吃得干净卫生，经
营者也把食品安全当作一块“金字招牌”，

消费者认可了，经营者的利润就有了保障。
为了让群众吃得放心，石家庄市全面

启动食品追溯体系建设。市食药监局建立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全市 3 家试点保
健食品生产经营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已建立
完成，可根据批号追溯该批产品的生产流
程信息，形成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流通
直至销售终端的全过程电子追溯链条。全
市乳制品、白酒行业企业食品追溯体系也
已建成并使用。

石家庄市农业局对各级抽样检测中出
现的不合格产品，全部进行源头追溯，查明
原因，制定整改措施，确保质量安全。

市林业局确定 15个规模较大、管理标
准高、辐射带动力强的果树基地为“果树质
量安全追溯点”，经培训、装备、并网，纳入
全市果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增强了果品
质量的可追溯和安全性。

市商务局牵头建设的肉类蔬菜流通追
溯体系，包括屠宰厂、批发市场、超市、标准

化菜市场和团体消费单位等节点 500 多
家，消费者可凭追溯码通过查询机或网站
等方式查询肉菜信息。

与此同时，石家庄市建起了一支由673
名食品安全职业检查员组成的食品安全检
查队伍，排查隐患、查办案件、参与处置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为促进食品、餐饮行
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市还充分
调动社会力量，营造起“人人关注食品安
全、人人参与城市创建”的良好氛围。崔芸
介绍，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连续开展“春
雷”“绿剑”护农行动和多项专项整治，推动
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有效
衔接，规范集中交易市场，严格落实畜禽定
点屠宰制度，严格推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置，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
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经过多年实践，石
家庄探索出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新机制、
新举措，筑起一道“舌尖上的安全堤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人民吃得放心，作为首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石家庄：以“明厨亮灶”促透明监管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保健

石家庄市裕华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

经营者发放统一制作的小围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