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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
电 6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缅甸总统温敏就中
缅建交 70 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建交 70年来，中缅传统
胞波情谊历经风雨、坚如
磐石。两国关系提升，各领
域合作深化，给两国人民
带来福祉。双方近期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相
互支持、守望相助，生动诠
释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精神。
今年 1 月我对贵国进行了
成功的国事访问，同你就
新形势下构建中缅命运共
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推动
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缅关系处于承前启
后关键时期。我高度重视
中缅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以构建中缅命运
共同体为遵循，密切高层
往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
边协调配合，使两国人民
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好胞波。

温敏在贺电中表示，热
烈祝贺中国全国“两会”顺
利召开，衷心感谢中方为缅
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
援助和大力支持。在缅中建
交 70 周年之际，两国一致
同意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
相信随着缅中关系提质升
级，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将
进一步深化。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也互致贺电。李克强
在贺电中说，新形势下，中
方愿同缅方一道，以落实
两国元首共识为主线，加
快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共
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
走廊合作，推动中缅命运
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
实。昂山素季在贺电中说，
缅中“一带一路”和中缅经
济走廊合作必将造福两国
人民，缅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与务实
合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就
中
缅
建
交
七
十
周
年

习
近
平
同
缅
甸
总
统
温
敏
互
致
贺
电

李
克
强
同
缅
甸
国
务
资
政
昂
山
素
季
互
致
贺
电

新华社上海 6 月 8 日电（记者季明、周
琳）常住人口超 2400 万、市场主体 270 多
万、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700 多公里、电梯 24
万余台、建筑总量 13 亿多平方米……面对
全球罕有的超大城市管理基数，传统方式和
人海战术显然已难以为继，上海迫切需要走
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
新路。

紧抓城市现代化治理“牛鼻子”，解决城
市治理中的堵点、盲点，上海正以升级建设
“一网统管”系统为抓手，着力实现“一屏观天
下、一网管全城”的目标。更加智能、更加精细
的城市治理“绣花功夫”，也成为“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一张图打通部门壁垒
“AI 巡兵”助力基层治理

密如蛛网的地下管线，鳞次栉比的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的立体交通，谁来看、如何管？
一群“人工智能巡兵”尝试上岗。

5 月底，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上，一
片巴掌大小的小纸片被随意丢在地上；人工
智能通过街面摄像头自动识别、自动派单、
人力处置、自动结案，全闭环管理。一小段时
间后，纸片就被得到指令的网格员清理进垃
圾桶。

这一不经意的治理细节，是江苏路街道
升级“一网统管”的小应用。让摄像头识别出
垃圾并不容易，需要机器视觉算法精准加持。
“现在仅能识别乱丢垃圾、单车乱停和人流热
力，未来打算让机器学会判断乱晾晒、道路积

水等。”江苏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沈昕说。
超大城市运行，突发事件、复杂问题多，

需要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运行体
系。一张“上海数字孪生地图”应运而生，通
过实时监测动态变化、24 小时推演解决城
市问题的最佳方案，为大城市治理探索智慧
之路。

路灯、消防栓等 1495 万个城市部件、
2 . 68 万公里地下管线、5000 多个建筑工地、
1 . 4 万多个住宅小区、3000 多处历史保护建
筑……花了两年时间，上海把这些城市运行
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搬到“数字地图”上。小
到玻璃幕墙，大到建筑工地，地理位置成为
“身份证号码”，连接“在线”有效感知。

基于“数字地图”底座，城市治理者还根

据自身需求，开发多样化“小应用”，解决治
理复杂难题。刚安装名为“汇治理”的小程序
时，徐汇区康健街道康宁强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董磊“焦头烂额”，只希望口罩预约自动审
批能“帮上忙”。没想到功能不断叠加，信息
登记、疫情查询、复工备案……区内小工具
访问次数超 8500 万次。类似这样的小程序、
轻应用，组成了上海基层治理的“电子工具
箱”。

不久前，上海正式成立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以大会战的方式全面升级“一网统管”，以
“高效处置一件事”为目标，加快形成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运行体系，打造信息共享、快
速反应、联勤联动的指挥中心。

“我们搭建应用平台，提供基础赋能工

具，把能交给机器做的交给机器；市、区、街
镇，甚至网格、社区、楼宇等，依托这个平台履
行治理职能，根据内生需求可以开发出更多
应用来。”上海市城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徐惠
丽说。

汇聚数据池、搭建“城运云”

赋能城市“智能体系”

6 月 1 日新上线的上海市水务局防汛防
台指挥系统中，一个“汛情回溯”的模块很独
特：通过收集 100 年来对上海造成较大影响
的台风数据，重点分析近 10 年上海主要灾害
事件的各种要素，“汛情回溯”模块可以在遇
到新的台风时进行回溯比对，让防汛决策更
加科学。

能做到如此精准，靠的是大数据汇聚。对
应 86 个一级指标，上海“一网统管”系统整合
接入了包括公共安全、绿化市容、住建交通、
应急民防、气象卫健等数十个单位系统，共享
数据量超过 25 亿条。如今，类似美团、饿了么
等第三方数据也被广泛接入，整合数据、系统
和网络，搭建出一朵“城运云”。

打通信息“孤岛”后，数据“开口”说话，瞄
准城市运行中的堵点痛点，可以优化流程、实
时处置，智能治理的成效在此次迎战新冠肺
炎疫情过程中初显身手。

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是一个特殊的街
道：面积比上海有的区还大，今年疫情期间最
多一天要接 166 名入境人员居家隔离，可街
道层面的公务人员只有 66 人。防疫期间，数
据助力守好门、看好人。在这里，小区根据返
沪人员数量分色标注，红色越多越需要被关
注。每栋楼每一户房屋居住、出租、空置情况
一目了然，老人、幼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党
员、志愿者、楼组长也清晰显示。

（下转 7 版）

一屏观天下 一网管全城

上海“一网统管”提升城市“智治力”

▲鸟瞰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区域（5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董小红、胡旭

初夏时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附近的樟木箐
镇丘陵村，在燥热中迎来一场通透的雨水，连山成片的蓝莓
树喝了个饱。枝头绿叶下，挂着水滴的蓝莓果实相互簇拥，好
不诱人。“等雨停了，游客就来了。”望着这片果园，丘陵村党
支部书记周立军很是期待。

丘陵村地处二半山区，距离西昌城区约 25 公里，自然条件
在凉山算不上最差，但贫瘠的土地也长不出多少值钱的作物。
“以前路不通、水没有、茅草遍山，人们住茅草房、穿茅草衣，别
人都把这里叫‘茅坡’。”丘陵村 98 岁的代稀文老人回忆说。

二十世纪 80 年代，丘陵村刚开始实行土地包产到户的
时候，就有村民搞水果种植，尤其是樱桃树。但由于当时道路
状况不好，娇气的樱桃很难卖得出去。

要致富、先修路，丘陵村的老百姓对此深有体会。“最早
是村民自愿投工投劳修了一条窄窄的通到村小学的毛坯路，
2004 年以来国家不断投钱，道路逐渐硬化。”周立军跺了跺脚
下的水泥路感叹，“不管天晴下雨，通村入户都非常方便，关
键是发展产业有了条件！”

曹兴美的婆家是村里最早种水果和开农家乐的人家之
一。“原来是把樱桃背到城里售卖，路途远又卖不上价。后来
路变好了，城里人开车来采摘，我们管吃管喝，生意就慢慢做
起来了。”曹兴美说，听说以前没人愿意嫁“茅坡”，但自己嫁
进来就赶上了好日子。

有人尝到甜头，更多人行动起来。周立军介绍，目前村里
仅樱桃种植面积就达到 6500 亩，农家乐开了近 120 家。

每年 4 月份的樱桃节是丘陵村最热闹的时候，一天的车
流量超过 2000 辆。“我们平均每天要接待 20 桌客人，自己根
本忙不过来，要请好几个人帮忙才行。”曹兴美说，20 多天的
时间，收入能有十几万元。

但是，百姓增收仅靠一年一季的樱桃还不够。为了“月月
有果摘、季季有景赏”，在政府引导下，近年来蓝莓、脆蜜桃、
猕猴桃、枇杷、李子、杏子等水果在当地试种成功并逐步推
开，如今，丘陵村水果种植面积过万亩，从过去的“茅坡”变成
了“四季花果山”。

“现在村里主干道已经从 3 . 5 米拓宽到 6 米，沥青路有
13 公里，全村成网的硬化路总共不低于 40 公里，真正是路畅
业兴！”周立军说，依托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村里规划建设
的“茅坡樱红”景区名列西昌“乡村十八景”之首，成为老百姓
的增收支柱。

今年，丘陵村的樱桃节已经办到第十三届，虽然一定程
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还是吸引了八方来客，所
有果实销售一空。周立军说：“樱桃过后蓝莓和杏子就成熟
了，相信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8 日电

凉山“茅坡”变身

“四 季 花 果 山”

▲左图：四川路桥公司的工人在金阳县依达乡保尔村对破损路面进行整治（6 月 5 日摄）。右图：金阳县芦稿镇大湾子村，通村公路蜿蜒盘旋在金沙江峡谷悬崖绝壁边（6 月 7 日摄，无人
机照片）。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四川省金阳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境内群山连绵起伏，海拔落差大，众多村寨处于高山或者高半山上，道路施工难度大。近年来，当地政府将交通作为脱贫攻坚
的先导性工程，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好。截至 2019 年底，金阳县实现所有乡镇通油路、建制村通硬化路，乡道里程达 329 . 9 公里，村道里程达 866 . 8 公里。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打打通通绝绝壁壁路路

与驻村扶贫干部老韩同住一宿畅聊，是
我和他几年前的约定。

老韩叫韩献良，今年 47 岁，河北省邯郸
市复兴区组工干部，2016 年到邯郸市大名县
宋尧村驻村扶贫任第一书记。他经常在村里
“叔、婶、哥、嫂”地喊，与村民关系熟了，村里
人都叫他老韩。

认识老韩，是因为他的彩色“贫困户分布
图”。刚到宋尧驻村时，他想开展入户调查，可
宋尧村大、户多、分布广，一时间很难搞清各
自的居所。为此，他多方联系测绘公司，绘制
了一个农户分布图，然后用粉、绿、橙三色彩
笔分别把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涂上不同颜
色。后来，老韩和其他两名驻村队员按图索
骥，实现了精准访贫。

如今，脱贫攻坚收官在即，我欣然“赴约”。
傍晚时分，才到宋尧村，我们在驻村工作

队借住的农家院边吃边聊。
话题从老韩 2018 年驻村扶贫到期却主

动要求继续留村扶贫开始。“你图啥？”我问。
“当时，有几个扶贫项目刚刚起步，还没搞

完，如果走了，万一落个‘半拉子’工程怎么办？
这是主要原因。另外，还有贫困老人用满是老
茧的手拉着我说，老韩啊，你说的‘宋尧不脱
贫，老韩不走人’，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顿了一下，老韩继续说：“有的贫困户确
实让我放不下，有一家儿子痴呆，老人带着孙
子孙女过；还有一家男人癫痫，没什么劳动能
力，独自带两个孩子，老大聋哑，老二还小，这
是我最牵挂的两户。”

“放不下村里老百姓，你能放下老婆孩
子？”我问。2018 年，韩献良的闺女上高一，他
爱人边上班边照顾孩子，很不容易。

老韩一时语塞。

清了清嗓子，他说：“当时，媳妇非常希望
我回去给家里添把手，为此，甚至‘搬’出我最
尊敬的老师和两个朋友当‘说客’。”

然而，老韩铁了心要留下。媳妇搬出来的
“说客”却被他一一说服了，反过来帮他劝媳
妇。见他一心扶贫，媳妇无奈默许，转而支持。

继续扶贫的两年里，老韩带领新队员又
是扩建道路、硬化街道，又是筹建海草编织加
工厂，忙得团团转。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坚守岗位一个月，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扶贫，废寝忘食。

“这是怎么回事？”我指着身后一面锦旗
问。锦旗上写着“心系群众，为民排忧”8 个大
字，落款是宋尧村 9 名村民。

老韩介绍，2018 年宋尧村扶贫大棚的西
瓜出现滞销，瓜农急得不行，纷纷找他想办
法。老韩一方面通过微信做代言，一方面通过
各种途径找公益组织支持，一个月时间，卖出
了 20 万斤西瓜。

期间，为了不让个别村民压价扰乱市场，他
苦口婆心劝阻；为了服务好收西瓜的公益人士，
他饥肠辘辘冒着酷暑在地头一待就是一天。

锦旗旁，那张彩色“贫困户分布图”仍在。
我注意到，图上街道、胡同也是用不同色彩的
笔标画的，这是为什么？

问及这个，老韩起身，指着分布图说：“这
标黑的街道是原先硬化的，标红的街道、胡同
是我来后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铺建硬化
的，虚线部分是上面项目安排要修的。”

我看到，标红的街道、胡同纵横交错，几
乎成了图的主色。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年，驻村帮扶
时间越来越短，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和
村干部准备把原有大棚改造提升，发展智慧
大棚，连片打造宋尧村高效农业产业园。我要
用行动践行‘宋尧不脱贫，老韩不走人’的誓
言。”谈到动情处，开朗的老韩变得让我有些
不适应。 （下转 7 版）

与驻村扶贫干部老韩的“乡村夜话”

6 月 8 日，“日本—中国（连云港）—蒙古”整
列中铁箱铁海快线班列顺利首发。

新华社发（王健民摄）

陆海联运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马东山林场群山被绿色覆盖

（6 月 3 日摄），昔日的黄土高原已是满眼绿色。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绿染西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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