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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不到位，合肥庐阳区海棠街道辖
区的一家健身场所被列入到“智
慧庐阳 ” 平台疫情防控 “黑名
单”， 庐阳区教体局随即对该健
身场所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
其限期整改。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有
效开展防控工作，庐阳区率先在
全省打响信息化防疫战，积极运
用大数据技术快速搭建庐阳区
数据应用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开
发上线“庐阳区居民信息采集系
统”， 实现辖区重点五类人员存
量全面掌握 ；全省首推 “楼宇企
业人员出入管理平台”， 为全区
复工楼宇企业提供快速、 高效、
精准的全流程网上服务。

记者在“智慧庐阳”区级过渡
指挥中心看到，巡查场所数量、类
别，重点场所测温、安康码扫码、
口罩佩戴等情况一目了然，各类
疫情防控信息在这里实现了数
字化、可视化管理。

以三孝口街道为例 ， 在疫
情期间 ， 该街道通过平台向辖
区居民 、 企业单位发送疫情防
控 、 复工复产信息 115822 条 ；

运用平台集成的天网系统 、 智慧监控系统
对辖区内各建筑工地 、 宗教场所 、 商场超
市、居民小区等 60 处人员密集场所进行视
频巡检； 运用智慧用电监控系统监测辖区
老报馆、 城隍庙等商业街区餐饮企业用电
数据，督促相关单位停工停产，有效降低了
疫情风险 。 截至去年 12 月 ，该平台已接收
人员采集量 500 余人次。

据了解， 庐阳区在平台建设中增加重点
场所派发疫情防控巡查表单， 上线庐阳核酸
检测管理系统，筑牢疫情防控线。通过平台下
派的疫情防控巡查表单， 相关部门可针对辖
区重点场所派发疫情防控巡查任务， 社区网
格员接收平台任务并进行现场巡查精准防
控， 并将巡查对象疫情防控情况通过平台及
时反馈，实现了菜市场、快递点、便利店、健身
场所等辖区内重点部位全覆盖， 疫情防控不
留死角。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乡镇（街道）通
过 “智慧庐阳” 平台完成自主摸排走访 8.06
万人次，区级部门线上发布巡查任务 5.85 万
人次， 累计完成疫情防控巡查达 13.91 万人
次， 将数字化赋能转化为抗击疫情和便民服
务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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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顶渗水、 热水器漏水、路
灯损坏不亮 、路面损毁 、企业及
个体户不了解相关政策……生
活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了“智慧庐阳”平台，这些问题
迎刃而解。

在 “智慧庐阳 ”平台区级过
渡指挥中心 ，大屏上的 “全区一
张图”高科技三维地图格外吸引
着记者细看，全区 11 个街道、79
个社区、1072 个网格、1108 个小
区等“一图尽览”。 “庐阳智慧”平
台负责人介绍，平台深度整合区
级业务系统平台和人口、 法人、
监控等基础数据 490 余万条，建
立 “全区一张图”， 实现全区街
道 、社区 、网格 、小区以及 87 万
余条人口数据， 近 33 万条房屋
数据 ，12 万余条企业数据 ，近
1000 路监控等重要节点数据关
联上图，为智慧庐阳开发各类智
能化应用提供快速 、稳定 、可靠
的数据支撑。 目前平台访问次数
突破 60 万次，522 家企业从政策
申报模块申报年度高质量发展
政策资金 7619.92 万元。

据了解 ，2020 年 5 月 6 日 ，
“智慧庐阳”平台正式上线运营，

去年 4 月升级推出 2.0 版本。 据庐阳区数据
资源局副局长李宏伟介绍， 为发挥数据资源
的潜在价值，庐阳区不断探索养老、教育、医
疗、市政等民生领域场景应用，目前已完成智
慧社区、智慧工地、智慧河长、智慧党建、智慧
城管、智慧环保等业务平台的接入融合，实现
区级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为“智慧庐阳”
数据共享交换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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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一早，合肥庐阳
区三孝口街道迴龙桥社区网
格员杨慧慧巡查到七桂塘小
区时，看到垃圾站旁堆放着废
弃家具，便随手拿起手机拍照
并上传至“智慧庐阳”平台。没
过多久，废弃家具就被相关工
作人员清理了。 “一部手机就
能快速提交发现的问题，并及
时处理，数字化管理真给力。”
杨慧慧说。

网格员是打通联系基层、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纽带。 长期以来，网格化管
理面临网格划分不明确、网格
员职责不清晰、及时处置难等
问题。 2019 年 1 月，庐阳区以
三孝口街道为试点，启动智慧
社区项目， 充分运用互联网、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推进社区信息系统整合和
数据整合。

“有了智慧社区，网格员
从过去在社区等问题， 转变
为主动下社区巡查找问题 ，
确保每一位网格员都能对网
格内各类事件及时处置。 ”三
孝口街道网格化管理中心负

责人胡义宏说，辖区内各项问题可通过网格
员上报、楼院长和居民微信上报 、平台指挥
中心采集下派等多种途径及时发现，并通过
平台及时分配相应网格员处理，畅通了社区
治理处置渠道。

记者在三孝口街道智慧社区网格服务管
理平台看到， 通过智慧平台一次点击进入各
类系统平台后， 可以及时处理和下派各行业
领域为民服务工作。 网格员可以用智慧社区
App 采集更新所有平台内的信息， 进行系统
整合。

据介绍，2020 年 5 月， 庐阳区又在智慧
社区建设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打造出“智慧庐
阳”平台，将互联网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
成覆盖全区域的“云网格”，1126 个网格员在
线云集，实现了“全员在格”“闭环联动”。在此
基础上，探索出“乡街吹哨、部门报到”三级联
动机制，让网格员由原来的“单兵作战”转向
三级“联合作战”。截至目前，“智慧庐阳”平台
已收集社区问题 38.3 万件， 记录民情日记
22.2 万条，部门任务下派 6.27 万条。

■ 本报记者 朱茜

社区特色服务惠民生

■ 本报记者 殷骁

本报通讯员 姚静涵 刘亚萍

“我今年 67 岁了，血压有些偏高，街道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给我配了一个血压计， 可以和我爱人的手机绑
定，测量结果她也能看见。 ”日前，合肥蜀山区南七街道
丁香社区居民阮大爷向记者展示街道配发的血压计，脸
上满是幸福。

阮大爷告诉记者，这个血压计不仅仅能绑定家属的
手机，家庭医生在后台也能看见预警。有一次，他的血压
升高到 180，血压计直接报警，他的爱人和家庭医生于
大勇都收到了警报，两人及时带他去医院做检查。

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从 2018 年
开始，南七街道引入“烛光妈妈”智慧健康养老平台，同
时联合南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AI 慢病管理中
心”，为辖区老人提供安全监护、慢性病管理、属地化生
活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通过智慧养老平台，我们为特
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将智慧养老与家庭医生签约、远
程医疗等服务融合起来， 实现了实时在线为慢性病、常
见病老人提供在线视频诊疗服务。 ”南七街道有关负责
人表示。

针对患慢性病的老人，“AI 慢病管理中心” 可通过
标准化的穿戴设备，将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对异常数值
自动预警，并发送给用户和监护人。 家庭医生可以借助
“烛光妈妈”智慧健康养老平台，共享签约老人的健康信
息，并根据老人需求，主动接单履约服务。 与此同时，智
能监护仪器能实现定位监护。 老人摔倒后，防摔报警器
可以自动向平台发送报警信息，并向 3 个重要联系人不
间断拨打电话求救。

除了线上的智慧服务，南七街道还积极发挥社区养
老依托作用，细化网格，分解责任，落实到人。 尤其对于
独居老人和需要照护的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人，社区
网格员和志愿者定期上门，开展送药、打扫卫生等走访
帮扶，满足特定老年人群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科技是重要支撑。 合肥庐阳区搭建
“智慧庐阳”平台，以信息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

·街谈巷议·

让社区居民乐享智慧化生活

■ 李明杰

人脸识别进小区 ，3 秒即可刷脸通
过；突然下雨赶不回去，能通过 App 迅速
联系物管帮忙收衣服……现如今， 智慧
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为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 、智慧化生
活环境。

众所周知，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它涉
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生
老病死还是大病小情， 都难以和社区脱
离。 可以说，一座城市能否运转良好，百
姓能否安居乐业和社区有着密切的关

系。 作为智慧城市的缩影，智慧社区是利
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信息智
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现对社区
居民吃、住、行、游、购、娱、健等生活的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和协同化
管理，将社区建设成为政务高效、服务便

捷、管理睿智、生活智能、环境宜居的社区
生活新业态。

智慧社区在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还要看到一些短板要补齐。 比如一
些服务类应用和设施华而不实， 看起来
“智慧”实则不好操作；一些居民对于智慧
设备不了解不熟悉，无人指导使用，使一
些智慧设施使用率不高，造成设备闲置和
资源浪费。

居民在享受便利的智慧化生活的同

时，也期盼更精准、更长久的“智慧化”管
理和服务。比如通过加强相关社区从业人
员的培训，打造出符合“智慧化”时代的专
业社区管理人才； 针对社区中的老年人、
儿童等不同群体需求，对现有智慧社区项
目进行“适老化”“适小化”改造，提升差异
化服务水平。紧密聚焦居民生活的急难愁
盼问题，久久为功方能让居民享受到真正
的“智慧生活”。

独居老人就餐不再难

■ 本报记者 李浩

“10 块钱有荤有素，还不重样，营养又健康。 ”1 月
11 日， 来安县半塔镇黄郢村 73 岁的独居老人陈月亮
在村里的邻里互助中心吃午饭时，看着一桌饭菜，连声
夸赞。

半塔镇 60 岁以上老人占 25%。 “一个人炒盘菜吃
三天”“就点咸菜酱豆子，两个馒头一碗茶”……是很多
农村留守老人的真实写照，吃口热乎饭成了不少农村留
守老人的“年老之痛”。黄郢村新一届党总支聚焦基层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紧围绕“一餐热饭”，试点成立邻
里互助中心， 为村内留守老人提供互助式就餐场所，解
决留守老人吃饭难问题。

“现在，我们邻里互助中心有 5 户 8 位老人长期就
餐，我们通过‘镇里补一点、村里贴一点、企业捐一点、个
人出一点’的方法，让邻里互助中心能实现自我造血和
可持续发展，确保邻里中心能长期运行下去。”黄郢村邻
里互助中心负责人俞后珍表示。

据悉，为了确保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黄郢村党总
支还探索“344”运作模式，即 3 级联系人（中心负责人、
小组联络人、子女亲属当事人），随时随地跟踪老人日常
生活状况，准确把握老人生活需求；4 种特色服务（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互帮互助 ）；4 种资金保障
（镇级补助、村级补贴、社会集资和本人出资），确保互助
中心长效运转。

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

■ 本报通讯员 史鲁杰

“过去，横在小区空中的管线如同‘蜘蛛网’，整治后
大变样了……”日前，在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芜轴小
区，看着清爽的天空，居民桑大叔惬意地说。

曾经，芜轴小区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强电、弱
电线缆混搭重叠，既难看又危险。 有的居民习惯把电动
车“进楼入户”或“飞线”充电；有的居民图省事将电动车
停在小区走道、楼梯间及楼道进出口等公共区域，给小
区带来消防隐患。

湾里街道党工委把宜居小区建设纳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清单，用心用情办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
事”。 通过日常巡察劝导摘线、加装智能充电桩、试点安
装 “电梯电动车识别报警器”、 阻挡电动车进电梯等措
施，小区内的飞线充电和楼道充电现象明显减少。目前，
辖区内 6 个安置小区、1 个企业宿舍建造充电棚 18 个，
安装充电桩近 1000 个。 “以前，我从家里接电源通到楼
道里，用插线板给电动车充电，非常危险。如今有了智能
充电桩，电动车充满电会自动断电，放心又安全。 ”居民
邱师傅高兴地说。

老旧小区改造是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 去年以
来，湾里街道争取上级财政资金 1000 万元，用于改造芜
潜宿舍和芜轴小区。 两个小区 22 座居民楼、635 户居民
强弱电线路迁改入地，整理光缆电线约 600 米，并新建
停车位、建设健身广场，同时划设非机动车停车线，楼道
内均配置灭火器，护栏扶手也整修如新，原有楼道传统
照明灯也统一更换为 LED 节能灯。

“近期，我们统筹街居两级人员和资金，聚力实施小
区乱象大排查大整治大清理， 让工作人员携手物业公
司、辖区志愿者和小区居民，一起建设宜居小区。 ”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该街道已清除乱堆物 1000 余
处，拆除乱搭建约 400 平方米，更新破损店招 30 个，更
换破损条幅海报 100 多条。

日前，在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莲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智慧健康驿站
里，工作人员为 80 岁的王淑侠老人（左）作健康体检。 特约摄影 王彪 摄

更
多
内
容

扫
码
阅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