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4日 ， 记者来到位于门
头沟区东辛房街道矿建街268号
院 ， 院内卫生环境整洁 ， 道路
上、 草坪上既没有宠物粪便也没
有果皮纸屑， 更没有垃圾产生的
异味。 这得益于东辛房街道大力
推进垃圾分类驿站建设， 实现垃
圾投放、 分类引导和政策宣传等
功能的 “一站式” 管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垃圾分类
驿站坐落在院大门外， “共享生
态文明 拥抱绿色生活” 的宣传标
语十分醒目。 这座占地15平方米
的垃圾分类驿站具备智能语音 、
厨余称重、 蒸汽清洗、 可回收物
暂存等多种功能， 驿站的投入使
用使社区整体的垃圾分出率不断
提高。

“这个驿站还挺方便的， 最
主要是干净 ， 各种功能挺齐全 ，

还能对垃圾桶消毒， 夏天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蚊子苍蝇到处乱飞 。
扔完垃圾还可以在这洗手， 非常
人性化 ！” 一位社区居民告诉记
者。

据了解， 驿站内有专人负责
值守， 在居民垃圾投放的过程中
进行指导， 并向居民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 。 与普通垃圾桶站相比 ，
垃圾吞吐量多出一倍， 能够满足
附近500户居民的投放需求 。 完
备的设施、 有效的引导， 使居民
的分类意识和分出率不断提高。

圈门社区党委书记高奉强
说： “驿站建成以后， 我们对社
区居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让居
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来， 现在社区整体的垃圾分出率
能达到85%以上。”

目前 ， 东辛房街道共建成4

个垃圾分类驿站， 分别位于石门
营四区、 龙苑小区、 矿建街268号
院和东辛房24号院。 驿站投入使
用后 ， 这4个小区厨余垃圾分出
率平均值由 之 前 的 13%提 高 到
22%。 值得一提的是 ， 东辛房街
道的石门营新区四区和矿建街268
号院社区分别先后被评选为 “北
京市垃圾分类示范社区”。

“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与实
际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措施， 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带动社区居
民群策群力， 共同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有效开展， 下一步， 我们
将持续推广垃圾分类驿站的模
式， 综合考虑建设规划和居民建
议， 计划再建十座分类驿站， 让
居民的生活垃圾投放越来越便
利 。” 东辛房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元宵节前一天， 在北京市隆
福医院骨科病房住院的85岁的梁
奶奶吃到了医院为她送来的无糖
元宵。 梁奶奶是留守在病房过春
节的患者之一， 虽然无法回家过
年，但有医护人员的暖心陪伴，也
让梁奶奶开心不已。“小小一颗元
宵， 拉近了我们患者和护士之间
的距离， 让这个病房里也充满了
浓浓亲情。”梁奶奶说。

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张丹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城市大脑实现“一屏尽知海淀”

融合指挥+智能运营
打造城市大脑海淀模式

作为海淀城市治理指挥调度
的全视角驾驶舱和智慧中枢， 这
里聚合城市大脑各个场景的能力
与资源。 态势研判、 智能分析、
综合决策、 仿真推演、 业务协同
等功能都可在这里实现。

海 淀 “ 城 市 大 脑 ” 按 照
“1+1+2+N” 架构模式建设， 即
一张感知网、 一个智能云平台、
两个中心、 N个创新应用。 “一
张感知网 ” 由全区12000余路在
网摄像机以及10000多路传感器
做支撑； “时空一张图” 汇聚全
区249个专题地图数据， 包括基
础地理 、 行政区划 、 二三维地
图、 约17万个建筑， 以及城市部

件等 ； 大数据中心汇聚政务数
据、 物联网数据、 互联网数据、
社会资源数据， 目前已接入8个
市级部门、 13个区级部门、 全区
29个街镇数据， 整合55个原有信
息化系统； AI计算中心可对各类
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处理， 并提供
智能分析服务和识别结果。

目前， 指挥中心已对40多个
业务系统实现接入及数据融合，
预计后期可达到80多个。 已接入
的数据涵盖生态环境 、 城市交
通、 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 智慧
能源等五大领域， 应用场景除原
有的智慧社区、 渣土车治理、 中
关村西区交通治理、 大气污染防
治等， 拓展了垃圾分类、 接诉即
办、 城市能源、 无障碍设施智慧
服务等一批新场景， 总数已达52
个 ， 梳理出城市品质运行指标

1200多项， 已接入220多项。

高视角+全方位
一屏“在手”调度科学有力

“以前受场地、技术等条件制
约， 指挥调度时有三大痛点：‘见
得着人见不着事’‘听得着事看不
着数’‘用得到数汇不成智’，方法
和经验都存在人的脑子里， 系统
只会执行，因人而异、重复劳动等
情况时有发生。 ”吴维介绍。 海淀
区面积431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
300万人，传统的城市管理方法成
本高，人工疲于应对，城市治理水
平面临着巨大考验。

指挥中心集成融合指挥和智
能运营两大模式， 不仅可以实现
灵活的信息交互展示、 全量的数
据资源调度， 还能形成智能的分
析研判学习功能， 以全域视角一

屏尽览海淀全局， 推动区域智慧
治理进入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

“过去每个场景需要的信息
来源不一样， 主要靠人工收集和
口头报告， 系统也只能接收单一
信号源，看得见人就看不到事，无
法在召开视频会议的同时看案件
现场，更别提指挥调度。 现在，城
市管理者一屏便可进行视频会议
并看到任何事件现场， 想看的数
据也都能同步展示， 以高位视角
看海淀全局， 全方位出谋划策，
高效率调度解决。” 吴维说。

研判+派单
变被动为主动治理

“切换到占道场景。” 接到
语音指令后， 指挥中心的大屏幕
上迅速跳出相应的事件现场， 同

时显示的还有当日辖区内占道情
况、 事件数量、 处置进度等信息
全部在大屏幕上显示 出来 。 进
入 某 一 个 案 件 ， 还 可 以 看 到
相 关 案 件 类 型 、 问 题 描 述 、
所 属 区 域 等 ， 案 件 的 处 置 过
程 、 处 置 前 后 对 比 图 也 一 目
了然 。 从事件发现到处置完成，
全程只用了8分钟。

之所以有如此效率， 最重要
的原因是 “大脑” 的自主研判和
精准 “派单”。 “系统的 ‘聪明’
之处在于其可以根据前期多次人
为操作总结经验 ， 从而自我成
长， 简单地说就是它看你是怎么
做的， 慢慢就学会了， 然后就可
以智能识别、 研判， 自动发送信
息到相关部门并实时监测进展。”
未来， 指挥中心将通过不断地学
习， 逐渐掌握对违法行为的自动
识别、 自动派转、 自动核实、 自
动考核等技能， 尽可能摆脱 “人
工” 依赖。

下一步， 指挥中心还将逐步
实现市域社会治理、产业经济、政
务服务、教育、医疗等全领域的场
景接入， 使居民通过一个终端入
口，直达所需的民生服务资源；通
过智慧化的城市运营体系及时感
知发现存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
将城市“被动”治理转变为“主动”
治理模式， 对城市的各类事件实
现未诉先办 , 使居民生活更有保
障，让城市更宜居、更便利。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王雪

密云法庭“柔性调解”
让家事审判更有温度

1月27日上午 ， 结束上门
心理疏导工作， 密云区妇联权
益部部长李春雨对因离婚变故
而抑郁的李某说： “跟您聊天
我特别高兴， 以后有时间我还
会来 。 您的联系方式我记下
了， 以后我会持续关注， 在政
策允许的情况下， 妇联权益部
会尽量给你们提供帮助 ！” 这
是密云区人民法院太师屯法庭
进行 “柔性调解” 的一幕， 接
受了心理疏导服务的村民李某
情绪日渐好转， 不再因为患病
及离婚变故郁郁寡欢了。

再婚十余年的尹某与李某
均已年过古稀 。 2018年 5月 ，
李某身患重病 ， 生活无法自
理 ， 被 女 儿 接 回 家 中 赡 养 。
2021年1月 ， 尹某诉至法院请
求离婚。 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
办法官了解到双方感情确已破
裂， 婚姻已无挽回可能， 鉴于
李某的实际困难， 遂从维护老
年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 引导
尹某给予李某适当的经济补
偿， 促使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
议 。 因长期卧床加上离婚变
故， 李某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
绪。 为了帮助李某重建积极心
态， 解决实际困难， 太师屯法
庭邀请了具有心理咨询资质的
李春雨上门为李某提供心理疏
导， 经过反复沟通， 李某情绪
有了明显好转。

“家事纠纷之所以特别 ，
就在于各方当事人之间不仅有

利益的纷争， 还交织着情感上
的纠葛 。” 据介绍 ， 在注重以
情化解矛盾的同时， 太师屯法
庭还关注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
保护， 他们建立 “家事纠纷调
解室 ”， 邀请区妇联具有心理
咨询资质的工作人员参与到部
分 家 事 纠 纷 的 调解中 ， 合力
重塑涉诉家庭的和睦， 对婚姻
确已死亡的， 在维护当事人离
婚自由的同时， 兼顾妇女、 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及心理
创伤的修复 ， 既尊法 ， 也顾
情。

据统计， 2020年至今， 太
师屯法庭共邀请区妇联工作人
员共同参与化解家事纠纷 48
件 ， 为其中5位当事人提供了
心理疏导服务， 让温情和关爱
在司法程序中传递。

据介绍， 近年来， 密云区
人民法院太师屯法庭立足库北
山区的风土民情， 以 “促进家
庭和睦、 修复家庭情感” 作为
家事纠纷的裁判主线， 通过柔
性调解 ， 为辖区 “和谐乡村 ”
建设贡献力量。 密云区人民法
院太师屯法庭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 该法庭将持续探
索满足辖区群众需要的家事审
判方式， 以维护家庭关系和谐
稳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
依法裁判的同时弘扬家庭美
德， 助力建设 “向上向善、 孝
老爱亲、 团结和睦” 的乡村家
庭风尚。

全方位感知城市信息 融合城市治理领域大数据

垃圾分类驿站为社区环境“美颜”
□本报记者 闫长禄

留守病房也能
感受浓浓亲情

2月24日， 记者在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
心 （简称 “指挥中心”） 看到， 一面高5.8米、 长19.2
米的巨幅屏幕上， 汇聚地区全景地图、实时监控画面、
各种数据以及突发事件等多类信息。 “今后，海淀城市
大脑将实现‘一屏尽知海淀’的功能。”北京海淀区城市
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副主任吴维说。他口中的“海淀城市
大脑”，可以实时、精细感知海淀区431平方公里的“心
跳”和 “脉搏”，不仅第一次实现了全方位感知城市信
息，也首次实现了城市治理领域的大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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