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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智慧生活”变成习惯

随着智能设备从展厅走进社区，浦东许

多居民已经把“智慧生活”变成了一种习惯。

家住崂山二村的孙金麟，平时最喜欢

去的地方就是家门口的“陆家嘴智慧社区

市民体验中心”。

孙金麟首先拿出一张银行卡，在门口轻

轻一刷，玻璃门就打开了。原来这张银行卡

还可以当门禁卡。然后，他把刚从菜市场买

来的新鲜蔬菜放在电子秤上，除了重量、品

类外，蔬菜产地等信息也一览无余。接下

来，他坐在健康管理服务智能设备前，开始

量血压、测心电图，很快后台的“在线医生”

就开出了一张附有签名的诊断书。最后，他

来到体感娱乐健身设备前，跟着大屏幕里的

“老师”一招一式地打起太极拳来。

当记者在陆家嘴智慧社区市民体验中

心参观时，孙金麟就主动当起了志愿者，一

边演示一边介绍这些设备的智能之处。其

中，智能银行卡是他最喜欢的一项产品。

“我从 2005年开始做志愿者，自己都记不

清做了多少小时了。去年 2月，我领到了

一张‘炫卡’（智能银行卡），可以自动记录

志愿者服务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我就累

计做了近 1000 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了。

等我年纪再大一些，需要志愿者服务时，还

能凭卡享受优先服务呢！”他说。

“如今，陆家嘴的 25万白领和 16万居

民已经把”智慧生活“变成了一种习惯。”陆

家嘴智慧社区市民体验中心负责人匡义

说，“目前体验中心安装了12套智能设备，

其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应用到陆家嘴街道的

众多小区。”

一直以来，停车难是陆家嘴地区一个

老大难问题。随着一款高科技智能化全自

动停车诱导系统APP上线，市民开车进入陆

家嘴地区选择目的地，就能查找到空车位。

如今，每天都有五六千人次使用这一“智慧”

停车软件，不再为找车位“犯晕”。

快递送达小区，收件人却因故无法接

收，只能“二次投递”，最后100米配送成为

快递员最头疼的问题。一款“自助快递箱”

已经安装在陆家嘴地区 10个小区内。快

递员将物品放入箱子内，在液晶屏上扫描

一下条形码，就会生成一串数字密码，即时

发送到收件人手机上。收件人只需输入密

码就能随时取件。作为“智慧陆家嘴”建设

的一项，该液晶屏不仅可以用于快递扫描，

还可以充当“智慧生活大管家”，居民出门

前，点击屏幕可查公交信息、天气信息，也

可预订餐厅、下载优惠券等。

此外，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智能设备

已经安装在浦东的市新小区和东园小区；

体感娱乐健身设备已经开发了12个游戏项

目，并安装在 20个小区居民活动室里；以

IPTV为核心的智慧家居服务系统，已安装

在20个小区的活动室，居民要了解社区事

务受理方面的政策等都可以在此浏览。

在浦东，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了智

能生活带来的便捷。比如，洋泾街道开发

的校园信息机安装在一些学校里，家长可

以随时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南码头街道

在一些社区推进生活智能终端项目和“视

频监控、车辆进出管理、门禁系统”三大工

程，为居民生活消费和小区的治安管理带

来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目前，浦东新区已经率先在上海市推

出了智慧社区试点，编制发布《浦东新区智

慧社区建设指导意见》。陆家嘴街道、南码

头街道、金桥镇、周浦镇4个街镇成为了上

海市智慧社区试点，洋泾、周家渡等街道成

为浦东新区智慧社区试点。

独居老人有了智能“陪伴”

老人睡得好不好？翻身次数多不多……

尽管无人陪护，但这些数据都会及时发送

给老人的子女。自从塘桥街道为426位80
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安装了跌倒检测系统、

床垫式生命检测仪、生命体征24小时检测

设备等“伴”产品后，他们的子女安心了许

多。

家住峨山路的独居老人曹美珍，今年

已经92岁了。两个儿子虽然没有跟她住在

一起，但对老人每天的身体状况都了如指

掌。原来，自从塘桥街道给老人安装了床

垫式生命检测仪后，小儿子的手机上每天

都会收到反馈老人身体状况的短信通知。

记者在曹美珍老人家中看到，这台床

垫式生命检测仪其实只是一块手掌大小的

圆形床垫。把它放置在床脚下，就能随时

“监测”老人在床上的翻身情况等信息，通

过家中的宽带设备将数据反馈到 aibed社

区智慧养老平台。

据 aibed 社区智慧养老平台的管理

方——上海孝通天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平台主要功能是对老人体征进

行实时监控，当有异常情况时上报并告警

到后台监护中心及家属手机。目前，公司

面向浦东新区内上海户籍城镇 80岁以上

独居老人以及上海户籍城镇年满 60岁以

上、未满 80岁确有照护需求的独居老人，

开展智慧养老示范区建设及应用推广。

在潍坊街道，1300余位居家养老、独

居老人、送餐老人安装了“爱照护”智能芯

片。老人感觉身体不适时或突发意外时，

只要拉一下报警绳，老年互助行动义工站

的工作人员就会上门查看。据悉，“爱照

护”系统由上海老年福祉科研研发推广中

心研发，并在“中国老年福祉产品设计大

赛”中获金奖。目前，该产品已经在塘桥、

潍坊、康桥、周浦、高行 5个街镇进行试点

运行，4万余位老人享受服务。浦东新区

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楼国放表示：“目前

90%老人仍需依靠子女赡养、亲友照料。

这样的传统养老模式不仅在时间、精力、经

济上加重了小辈的负担，而且社会资源也

会因分散使用而导致损耗。浦东科技助老

平台的搭建旨在缓解上述养老困局，以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配以周全的人力服务来打

造‘科技助老，智慧养老’的服务新模式。”

楼国放说。

此外，“安康通”、“阳光”两类紧急呼叫

装置在浦东已安装了2万台。同时浦东新

区积极推进智慧养老的市场化合作机制，

依托科技助老新产品的免费推广项目，加

快推进“智慧养老”工程、老年居民远程应

急救助系统、智能化为老服务管理平台和

智慧养老体验馆等项目。

如今，“科技助老、智慧养老”被列为提

高养老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浦东新区

启动了区级科技助老信息平台建设，以居

家养老的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并向全

区所有老年人口覆盖，建立了多层次专业

服务团队和加盟商服务团队，将新区各街

道、社区和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纳

入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紧急类救援服

务及日常生活服务等，致力于打造“没有围

墙的养老院”。

“草根论坛”变身自治平台

对一些政府部门工作有意见就到网上

发发牢骚，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和解决

方案。原本是民间发起建立的“草根论

坛”——周康网，如今逐渐演变成民情、民

意、民生、民愿的重要集散地，成为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

顾一波原是一家音像专卖店店主。

2006年底，他建了一个网站——周康网，

与音像店的会员们一起聊聊电影、话话家

常等。

没想到，随着网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网站的注册用户从几百个人迅速蹿升到

11 万人。大家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政

治、民生、社会等无所不谈。更让他意外的

是，周浦镇政府主动找上门来与之合作，由

“周康网”负责收集舆情，镇政府定期在网

站上对百姓呼声进行答复。

如今，周浦许多居民一打开网络，都会

去“周康网”看看。

网站上开设的“献计周浦”栏目讨论最

为热闹，网友们接二连三地发帖，争先恐后

地为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等工作出谋划

策。比如，有众多网友对周浦地区的交通

状况、黑车整治、黑市夜摊的管理提出了现

状分析和改善方案。这些建议后来为周浦

镇城市管理所借鉴。

“周浦民生”栏目的政务互动板块，一

有新政策措施发布，总能吸引众多居民参

与讨论。比如，“康沈路改造工程开工及公

交调整方案”刚发布，许多网友争相回帖。

有的为这项实事工程叫好，更多的是追问

相关细节，还有的专业人士提出了优化方

案的建议。对于居民的问题，政府职能部

门一一解答；对于相关建议，职能部门深入

研究以优化方案。

对于网友们在论坛上发出的批评声音，

周浦镇政府各职能部门总是一一回复。比

如，在论坛中出现的对康沈路改造工程进展

缓慢的批评意见，周浦镇建管中心及时将有

关情况发布在论坛中，有网友回复：“快速解

答居民疑惑，我们大家自然全力支持这项工

作。”在此基础上，周浦镇还成立了智囊小

组，对网络舆情中反应的各类问题进行汇总

和深度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从一个民间发起的“草根论坛”，周康

网“转身”为周浦镇党委、政府与市民群众

沟通的重要桥梁。周浦镇政府有关负责人

表示，对于少数网民的各种不满的发泄和

对政府抱怨，政府不能简单地“封杀”和“删

除”，而应本着对论坛民意尊重的态度，努

力与网民沟通 ，说明所做的工作和困难。

比如“周康网”的转型，就是政府的一次成

功“触网”体验。民众通过网站解决了实际

问题并实现了社区自治共治，政府通过网

站“发声音”，得到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随着“智慧政务”的建设，市民和企业

对政府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当前，浦东

新区正在构建“智慧平台”，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随着电子政务协同机制的建立，

企业及市民的审批时间大大缩短，政府效

能得到大大提高；随着新区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调度中心通过集约化建设、共享化应

用，最大限度突破了信息孤岛现象，为新区

政府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提供了基础保

障；行政审批一体化电子平台的建设，让企

业“少跑一次路、少填一张表、少进一道

门”，变“让企业跑”为“让数据跑”。

有一种方式让生活更“智能”
——“智慧浦东”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当百姓的日常生活遇上高科技，惊喜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一张银行卡，既能当门卡，还

能累积志愿者服务时间；手机上安装停车管理APP系统，车主不再为找不到停车位而发愁；

独居老人家中装上一台“床垫式生命检测仪”，子女就能随时知晓老人的身体状况……

随着智能设备和系统在浦东一些社区陆续应用，市民亲身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而“智慧浦东”的内涵，更多了一份民生所盼。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

径，近年来受到国内各大城市的关注和追

捧。然而，许多地方把智慧城市当项目来做，

将所有高科技的概念产品集中起来作为展

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但“用不上”。

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有

什么衡量指标？什么样的城市才够“智

慧”？这些问题已成为近年来业界关心的

焦点。

早在2011年7月，上海浦东智慧城市

发展研究院就通过报纸和网络媒体正式对

外发布“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而后经

历了一年多的修改完善和实践评估，又推

出了“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不仅在

指标上更加精炼，更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智

慧城市建设评价的参考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浦东版本的指标体系

将市民生活放在了尤其重要的地位，有两

个维度的主题都是市民：人文科学素养和

市民主观感知，充分考虑了百姓衣食住行

的实际需求和生活的幸福感。

事实上，在浦东工作和生活的居民也

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

生活方式的变化。智慧社区卡、停车管理

APP、智能自助式快递箱等智慧化应用已

经逐步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

了智慧城市建设体验度。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漫长而复杂，但要

真正衡量出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和水平，归

根结底还是要以百姓体验度为标准。如果

政府只将智能设备做展示、当“花架子”，很

快就会无人问津。只有将智慧化应用真正

“落地”，让百姓感受到了便捷，智慧城市建

设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离百姓再近一些

志愿者使用智能电子秤帮市民结帐。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市民跟着智能体感文娱健康设
备打太极。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市民正在参观智能城市卡门禁
应用系统。□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