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市海淀、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
昌平、门头沟等区的城管执法监察局以“保障城市良好
秩序、解决群众环境困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
标，共同发布 《“美边丽界·共同缔造”世纪坛宣
言》，旨在协调调度各区执法力量，努力营造整洁、有
序、美丽、安全的市容环境秩序。交界处这一环境秩序

“盲点”，有望在北京得到根治。
此次七区之间的合作，将率先在各区与海淀交界处

开展执法试点。海淀区与西城区交界的新街口外大街、
与朝阳区交界的京藏高速辅路、与丰台区交界的吴家场
路、与石景山区交界的玉泉路、与昌平区交界的建材城
西路和与门头沟区交界的军庄路 6 条交界道路首当其
冲。海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将与
相邻区签订联动执法合作协议，通过相互对话、协调合
作，加强执法互动，整合执法资源，构建制度化、程序
化、系统化的执法协调平台。

据了解，七区将通过成立交界地区 （环海淀） 执法
协调小组，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通报、研判和会商
辖区边界地区出现的突出问题，研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通过摸排边界地区环境秩序类问题点位，明确交
界地区环境秩序类共性问题，约定共同管辖区域范围，
共同研究制定行动方案，统一指挥调度，加强对边界地
区联动执法与日常执法，互认执法行为。发挥各区城管
执法协调办作用，调动属地街镇和相关执法部门积极
性，避免和消除“无人管”“不好管”“利用边界逃避
管”的管辖漏洞和弊端，实现环境秩序“无缝隙”管
理。如遇疑难问题或出现争议，由市级城管执法部门指
挥调度、协调各方、稳妥处置。

此外，还将建立联动衔接机制，严格规范执法行
为。推动辖区边界地区基层执法队建立联系，同步开展
巡查活动，共同分析违法形态，协商制定边界地区整治
方案。在联合执法或跨界执法过程中，将注重利用执法
记录仪、摄像机、照相机等工具做好执法痕迹留存，确
保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严肃性和规范性。

七区联手扫盲点

北京尝试“无缝隙”管理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广东虎门大桥、广州环城高速沙贝
路段拥堵……建议市民及时留意地图
APP、交警微信微博及高速路可变情报
板等发布的即时路况信息和分流提示指
引，灵活规划出行线路。”日前，广东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根据大数据预测向公众
发布的这则消息，有效地疏导了广东境
内车辆返程流向。

从 10 月起，广东省公安系统“以人
民群众新关切、社会治理新要求”为导
向，陆续推出 21项改革惠民与改革创安
举措，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打通服务群众、
守护人民平安的“最后一公里”。事实
上，自去年以来，广东省公安系统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物
联”等现代科技手段，先后研究推出了两
批共 133项改革惠民举措。此次公布的
第 3 批举措，更是着力回应群众对美好
生活和平安幸福的期待。

移动挡路机动车有新招

“移车服务”的不断丰富，道路上有

关车辆的不少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

车场、小区、马路边……我们常常会
遇到机动车乱停乱放挡了路，却又找不
到车主的情况。在广东，这些问题均可
通过微信“城市服务”中的“挪车”功能解

决。这是广东省公安系统创新社会治
理、以科技手段打通公安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一个创新尝试。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城市服务”，点
击“挪车”，只要拍下车牌号并上传，就可
以马上“连线”公安服务系统，进而联系
车主进行移车。不仅如此，车门、车窗未
关严，车辆忘记熄火，幼儿、宠物被困车
内等需要联系车主的情况未来都可以通
过“移车服务”来解决。

今年 5 月，广东省公安厅会同电信
部门、腾讯公司在全省推出的这项移车
便民服务，截至8月31日，共计受理市民
移车需求 150 多万单，成功移车 588336
起，车主同意移车率达 86.4%，群众反馈
满意率达93.56%。

“刷脸”确认可信身份

通过网络身份认证，“刷脸”就可以

证明“我就是我、是我在办”，无需再提交

其他身份证明

打开微信钱包——“城市服务”，点
击“公积金”，输入公积金号、身份证号

后，再点击“刷脸”，就可以迅速完成身份
认证。广州户籍居民在网上办理公积金
密码重置、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物流寄
递实名认证等业务时，通过网络身份认
证，“刷脸”就可以证明“我就是我、是我
在办”，无需再提交其他身份证明。

为解决网上身份难确认、易伪造等
难题，广东省公安厅依托广州市南沙公
安分局建设省级“互联网+可信身份认
证”服务平台，研发完成“微信人脸识别”

“微警认证 APP”和“身份证网上凭证开
通设备”等身份认证配套软硬件，迅速解
决“如何证明我就是我”的问题。

“以往人工识别的误判率高达15%，
而人脸识别能将误判率降低到百万级以
上。”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民警介绍，
利用动态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以提高
识别的准确性，还能将大量需要使用“人
证合一”的政务程序转移到线上完成，减
少了群众“跑腿”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
率。数据显示，自试点以来，该平台共提
供500万次服务。

据广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江理达
介绍，该项举措已在广州南沙试点，今
年年底前，将增设线下网点方便群众开

通认证功能，为政府部门推行更多电子
政务“刷脸”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快递实名认证“刷脸办”目前
也在广州南沙的德邦物流公司试点中。
据介绍，未来只要安装“微警认证APP”，
就可以通过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和刷脸
实现寄件人和快递员的实时身份信息比
对，寄件效率将大大提高，同时将提高快
递安全性，规范物流从业人员管理。

出入境办证更便利

采用出入境移动服务办证机，官方

微信公众号推出“办证一点通”系列服务

照片采集、二代身份证信息读取、采
集现场人像、指纹采集……所有的功能
都可以在一台小小的机器上自助完成。
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李世威
介绍：“这台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集生
物特征采集、证件受理等业务于一体，突
破传统的服务厅办证模式，可随时随地、
更加贴心地为群众办理出入境业务，这
是一个‘移动的服务窗口’。”

记者在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办证大厅看到，出入境移动服务办证机
设计小巧，群众通过设备受理界面的画
面和语音提示，可以自助办理出入境证
件业务，民警只需核准信息即可完成办
理，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据现场民警介绍，移动服务办证机
可以在不依赖公安网络的情况下办理出
入境业务，可作为办证大厅的应急设
备。不仅如此，设备将个人信息、指纹、
签名、现场人像等生物信息采集功能集
于一体，大大方便了行动不便、病重患者
办理证件。

据悉，此项举措目前正在广州、汕头
等地试点实施，今年年底前将在广东全
省各市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广。

李世威介绍，经过今年 6 月以来在
汕头市试点实施后，9月初，“广东出入
境”全省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功能进行
了大升级，推出“办证一点通”系列服
务，微信实时取号排队、预受理办证、
微信扫码支付、进度查询全程可视、微
信卡包电子港澳通行证、出入境办证大
厅导航等服务都可在微信上实现，让群
众享受“微信扫一扫、办证没烦恼”的
服务体验。

广东省公安系统引入“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管理城市——

智能服务帮群众解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针对道路拥堵、挪动挡路

车辆、办理出入证、进行身份

认证等群众身边的现实需求，

广东省公安系统充分依托“互

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为群

众创造各种便利，打通服务群

众、守护人民平安的“最后一

公里”

重庆中山四路：

老 街 焕 发 新 活 力

3W 咖啡馆入驻的一栋老楼已经看不

到曾经的残破。

△ 酷狗音乐的工

作人员在一栋改装

的老楼里办公。

◁ 3W 咖啡馆入驻

的一栋老楼已经看

不到曾经的残破。

▷ 绿树成荫的中

山四路。

全国首个“多功能警务自助服务平台”在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天安派出所上线，

可为市民提供一机申领办结涉户籍、出入境、车管等业务。图为民警指导市民使用该平

台办理业务。 钱文攀摄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
点，不仅聚合人才有优势，
而且软件业聚焦“一带一
路”也有难得的机遇。未来
这里将成为“一带一路”西
部地区核心科技创新交流平
台，力争打造“中国西部硅
谷”，并成为推动西安高新
科技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日
前，首届“全球程序员节”
在这里举行，各方精英汇聚
一堂。

据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
主任吕东国介绍，首届全球
程序员节以“数字丝路码动
未来”为年度主题，就是想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高速公路

“数字丝路”，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连接起来，希
望西安能抓住这个机遇，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发展助力。

西安软件园是我国 4个
拥有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
家软件出口基地“双基地”
称号的园区之一。2016 年
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服务业实
现总收入 1994 亿元，同比
增长 21.1%。2016 年，西
安软件园 2000 多家企业共
投入124亿元用于研发，其
投入占当年软件园 GDP 的
9.55%，超过西安市5.2%的
平均水平，成为西安新一轮
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吕东国说，西安拥有众
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软件人力资源储备丰富，并且西安
劳动力成本不高，人员稳定性强，跳槽率、离职率低。
目前西安市软件人才约 20万人，其中 16.5万人聚集在
西安高新区软件园。

记者采访时发现，落户西安软件园的企业均对西安
的人才优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目前软件业有从一
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的趋势。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
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张崇滨表示，目前北上广的人力成本
急剧增加，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人才资源的扩充方法。目
前选择西安落户主要考虑两方面：西安有丰厚的人才基
础以及相对合理的成本支出。2016 年，公司在西安招
了8000人，都是本地人才。

思特沃克 （ThoughtWorks） 西安办公室总经理助
理李栋表示，西安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才“池子”大，特
别是高校毕业生较多。“目前，我们公司有三分之一的
同事都是一毕业就加入的。”

“这些年公司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优质的人才
资源，近年来高端人才的回流愈发明显，西安程序员的
质量不输北上广。”陕西识代运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苏媛表示，就拿公司内部的数据分析师招聘来
说，几年前，在西安很难招聘到优秀的数据分析师，近
两年在西安招聘数据分析师已经很容易，西安完全满足
了企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西安扩
大规模的信心。

“西安不仅拥有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众多军工企
业，而这些企业对数据要求十分精准，这就为大数据
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西安美林数据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王俊杰表示，“目前只有金
融、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等行业充分运用大数据分
析，其他行业大数据分析水平很低，而作为这个行业
的领头企业，我们必须肩负起培育客户、培育市场的
责任。”

科技改变时代，信息改变未来。科技和信息发展的
核心是人才，而西安正是具有丰富人才的宝地。今后随
着我国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众多科技人才的努
力必将推动西安产业升级，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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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周恩来在重庆的住所——周公馆外驻足。

“穿过历史的幕布，留下美丽的传说，
那中山四路屹立的老树，在梦里曾经见过
千百度……”歌曲里的中山四路，镌刻着
重庆的历史记忆。这条抗战文化一条街，
诉说着重庆的过去与未来。

这条备受瞩目的街道，在前些年却是
另外一副模样，楼栋墙壁上牛皮癣广告反
复出现；陈旧的人行道上，一到下雨天就
泥浆飞溅；最麻烦的是街边闲置的老旧楼
宇，拆不了也没什么用，成为鸡肋。

随着渝中区街道改造工作的推进，渝
中区电创园管委会拿出了解决方案——

将老旧楼宇改造成产业园，借助中山四路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目标就是“盘活闲置楼宇，打造楼宇产业
园，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如今，90 余
栋楼宇产业园已然成型，以电子商务、互
联网和信息技术、创意设计等特色产业为
主的新兴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

改造后的中山四路，街道既融合了巴
渝传统建筑特色，又充分反映了融入时代
进程中的重庆城市新风貌。这条历经沧
桑的老街，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