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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周五）下午，

敬明见掏出手机打开天府

市民云，进入郫都区德源街

道页面，预约了次日下午3

点菁蓉湖社区网球场。十

分钟后，他收到了预约成功

的消息。第二天，他和朋友

准时到达球场1号场，接下

来的2小时这片场地就“属

于”他俩。动动手指在线预

约，敬明见深感其方便，而

给他带来这一便捷服务的

正是德源街道依托天府市

民云开发的“智慧中枢”平

台。

建智慧“航母平台”
为社区治理助力

“过去几年的探索实践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感到缺乏
一个智慧平台，导致很多工作
开展起来难以做到得心应手。”
德源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比如空间使用上，（居民）
要么一来都来打拥堂，要么都
不来门可罗雀，社区干部也头
疼。又比如商家搞活动。在走
访中他们也‘抱怨’说‘准备了
很多福利，但附近居民不晓得，
优惠券发不出去’。所以，我们
希望有一个线上平台来匹配需
求和供给两端，做到更加有的
放矢。”来自一线的“朴素”想法
得到了郫都区委社治委的肯定
与支持，全区决心以德源为试
点，大胆迈开探索步子。

德源街道全域位于成都市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与众多
电子科技企业同呼一口空气、
共享一片蓝天，占尽天时地利
人和。这片土地上，“智慧”二
字仿佛与生俱来融入土壤之
中。

去年上半年，依托天府市
民云APP德源街道尝试建自己
的智慧平台。这也是成都市首
个街道级智慧中枢平台，开了
全市之先。此后的几个月里，
街道相关负责人带着天府市民
云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程序
开发工程师先后十数次深入相

打造智慧治理新样板
开启“德源式”幸福美好新生活

关部门、社区（村）、居民中
间蹲点调研，摸清一线需
求。同时考察学习了市面
上现有的一些平台，德源
街道决心围绕管理、治理
和服务三大功能进行设
计、开发，建成多种模块属
性 集 于 一 身 的“ 航 母 平
台”。

“航母平台”简单“翻
译”就是要成为管理的“好
帮手”、治理的“好抓手”、
居民的“贴心人。

每天上午九点左右，
菁蓉湖社区党委书记李奕
锦都会习惯性打开手机管
理后台，先看辖区的消防
栓、井盖、电梯数量、运行
状态，直到全都正常她才
安心。随后又打开可视化
远程调度系统，通过实时
画面查看社区重要节点实
时动态。此时，天府市民
云德源街道智慧中枢仿佛
李奕锦的双眼，帮她“看”
到社区的方方面面。

天府市民云一位项目
经理告诉记者：“通过物联
技术，我们陆续给（德源街
道）辖区的公共设施植入
芯片，其状态就会显示在
后天管理端上。比如井盖
松动移位、消防栓异常，社
区干部都能及时掌握，然
后报请相关部门介入处
理。”

智慧中枢在管理端的
作用发挥不仅让社区干部

“看”得更远，还在于给他
们配上了“三头六臂”后更
加神通广大。

今年年初，郫都区完

成了一项壮举，在全市率
先建成超过150万人的“社
区数据库”。“目前我们总
共录入了在地居民 83433
人。基于人房关系在建立
起标准化的台账基础上，
然后通过打标签、建模块
的方式，让数据活化。”德
源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设置个性化标签，社
区干部可以掌握各自小区
的居民骨干，产业人才，居
民爱好，志愿者队伍、需要
优抚的特殊群体等等……
数据库就像大脑一样，通
过进行智能化的分析，从
中发现规律性的趋势，拓
展数据应用场景，帮助社
区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特色
活动，提供特色服务。”

社治、综治双线融合
增强居民互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
中枢也是社治、综治“双
线”融合的承载平台。通
过聚合治理力量，创新“双
线”良性互动，筑牢辖区平
安底线、民生高线。

治理板块则是“共建
共治共享”理念的绝佳注
脚。记者看到，在“居民服
务”板块，开设有一键上报
和市民互动两个栏目。

一键上报功能与郫都
区“四级网格”体系无缝融
合。去年，郫都区建立起
一级网格（社区）147个，二
级网格（综合网格）771个，
三级网格（小区院落）1792
个，四级网格（楼栋）4786

个。在德源街道，自社区
以下至楼栋单元，任何一
级网格员（包括居民）都可
以使用该平台把发现的安
全隐患、设施设备异常、交
通道路毁损、突发情况等
拍照、作简要情况描述，然
后上传。接到“报案”后，
后台相应权限的管理人员
可依据其上报点定位派单
给相关人员进行处置。

“市民互动”则是智慧
中枢的另一大特点。记者
看到，平台上的“市民互
动”热度颇高，话题涉及社
保缴纳、公积金提取、生活
垃圾分类等等。“它就如同
邻里贴吧一样，任何人都
可发布话题，后台初审把
关 后 ，大 家 便 可 参 与 讨
论。比如市民咨询社保缴
纳路径，我看下面的跟帖
就超过了 20 条，而且回答
都比较中肯。”馨美社区党
委书记钟琴告诉记者：“此
外，居民还可就某个公共
议题展开讨论，比如小区
院落中大家共同关心的事
务等。”

服务是该平台的另一
大“特色”。该平台设置了
生活地图和就业专栏板
块。在生活地图一栏，将
陆续上线社区周边家政服
务、运动健身场所、特色餐
饮美食、酒店、学校、医院
等不同类型的商家（服务）
资源，并通过定位标注距
离你的实时距离，营业时
间等。

产业服务、企社互动
是该平台正在做的另一道

“自选题”。德源街道境内及周
边有各类企业数千家，将它们
的招聘需求、用工信息整合发
布，为本地居民打开了一条就
业咨询渠道。

另外，在企社互动方面，区
域及周边企业可依托该平台，
预约社区公共空间，走出公司
厂区走向社区开展活动。活动
预约和空间（场地）预约是“服
务”的另一个维度，并且也是目
前居民使用率最高的，一如本
文开头预约网球场的敬明见。

菁蓉湖社区是活动、空间
（场地）预约最热门的社区，党
委书记李奕锦告诉记者：“自去
年 6 月 25 日发布首场活动（庚
子年·汉服菁蓉湖端午活动）以
来，我们已经累计通过智慧中
枢平台发布了23场活动，居民
参与热情非常高。”李奕锦分

析，活动之所以“抢手”居民很

“买账”，根本在于办这些活动

并非他们“拍脑袋”为之，而是

有相应的“依据”的。她的“依

据”来自于对居民相关数据情

况的充分掌握。掌握的渠道一

是上门入户采集数据时的交流

沟通所得，并在数据库中建起

了相应的标签；二是与区住建

局、人社局等相关部门对接获

取共享而来；另外就是社区公

共空间（场地）的预约使用情

况。

《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2021年工作计划》

提出，要不断提升城市智慧韧

性安全水平，用聪明的“大脑”

全天候管理城市肌体运行。今

年将完成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搭建，

实现城市运行“一屏观、一网

管”，全覆盖开通应用“社智在

线”平台。德源街道智慧中枢

平台上线，无疑是一次“前卫”

而成功的探索实践。

据悉，截至目前该平台累

计 活 跃 用 户 已 超 过 了 18000

人。不过，德源街道相关负责

人认为，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

一步，接下来还将进一步改进

相关细节、调整板块设计，完善

功能设置，不断增强居民和社

区干部使用粘性，边使用边优

化，让平台更“聪明”更智慧一

些，真正成为德源街道幸福美

好生活掌上平台。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玥林
街道供图

成都德源街道智慧社区数据中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