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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一大早，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从杭州中心

项目工地传来轰鸣的机器声。明媚的早高峰，延安路渐渐恢

复车水马龙；武林商圈的商场门口，等待复工的年轻人井然

有序地排队⋯⋯越来越多的下城区企业陆续复工。

被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正在有序的“动起来”了。生

机与活力，在重新迸发。

杭州市下城区是杭州市传统商贸大区和中央商务区，在

市中心城区拥有 50 余万常住人口。疫情发生后，下城区注

重数字赋能管理，实现疫情精密智控，多措并举稳推复工复

产，打响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发展总体战。

本报记者 胡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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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行动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浙江全民战疫纪实

更快
大数据+健康码 畅通复工生产路

2 月 20 日，武林商圈成为杭城第一个全面开放复工的商

圈。复工首日，银泰百货、杭州大厦等四大综合体客流量近2

万人次。截至 2 月 22 日，下城全区共有 6395 家企业复工，复

工人数超10万人。

凡事预则立。下城区根据疫情变化和精密智控，发挥数

字化治理优势以及精准服务对接企业的优势，接连出台真招

实招，各街道各部门精准施策，为企业复工复产强保障、增定

力、提信心。

复工复产，要有充分的数据为决策支撑，用智能的平台进

行高效管理。文晖街道向辖区 18 个工地推出了杭州市首个

“工地智能复工系统”。申请人通过平台提前自主申报返杭时

间、项目工地等个人信息，在线签订承诺书，经审核后获取实时

健康码，从而实现了返岗填报“一站清”。“以前员工需要填报纸

质表单和承诺书，太不方便了。”文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斌介

绍，“系统”通过大数据比对，实时掌握工地人员情况，准确摸排

重点区域人员，便于回溯和追踪。

“哪些企业可以申请复工”“多久可以知道审核结果”⋯⋯

为帮助企业尽快得到答案，潮鸣街道上线了企业有序复工“最

多问一次”信息咨询平台。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信息一

目了然，问题迎刃而解。前几天，杭州银行总行营业部的林女

士有些焦虑，每月 14 日是企退人员发放工资日，她担心人员

聚集造成隐患，便扫码进入平台提交了问题。当天下午，潮鸣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于颖华便来到杭州银行考察情况，当场商

定场地隔离和人员疏散方案。街道还送来 10 顶帐篷用于排

队使用。“杭州办事零次跑。”林女士连连称赞。

下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通过数据筛选，整合形成“疫情风险

图”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图”，精准研判防疫的风险点和薄弱点，

同时开启人工智能模式，向相关人员讲解杭州健康码，介绍企业复

工审批程序；天水街道开发“共享停车”模块，整合辖区停车位缓解

企业员工上班停车难⋯⋯借助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下城区

把全区的小区、楼宇、园区、企业“家底”一一摸清，编织起一张复工

复产防疫“天网”。

更准
信息+网格 全域实现“精准智控”

2 月 21 日，是长庆街道基层信息员王海洋连续工作的第

25 天。他与同事 24 小时值守在一个“城市大脑数字驾驶

舱”，6 个社区、5 万多常住人口、4200 多户出租户⋯⋯基层所

有信息，像飞机驾驶舱的数据台一样显示在大屏幕上。手机一

点，就可以实时反馈和处置，做到秒级响应。

依托城市大脑平台，下城区融合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

行等各平台大数据，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高精度锁定确

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按照风险等级高低开展滚动研判。

2月1日早上7点30分，数字驾驶舱自动发出预警报告，辖

区里4家药店门口有人员逗留的迹象。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带来

的风险隐患，他第一时间把这一“事件”转流给网格内民警、执法

中队、“武林大妈”上门查看，组织相关力量进行有效保障。

基于城市数据大脑，长庆街道第一时间调集数据资源，构

建分析模型，24 小时滚动筛查，用大数据找到重点人员，支撑

起全域联防联控、精准施策。2月1日起，街道针对辖区租户进

行了第二轮专门排查，找到来自重点疫区的流动人员约390多

名，迅速落实居家隔离。

除了“找到人”，下城区还运用大数据“管住人”。在东新街

道，“返岗返家”疫情监测智能模块通过对大数据的筛选、洗涤

和分析，能够实时掌握疫情重点地区人员返家情况，方便街道、

社区及时上门查访，并按规定安排住户进行隔离观察。

“我们运用大数据提前发现、提前干预、提前隔离，将疫情防控

等工作从被动转为了主动。”东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汤灵峰说，通

过“严密防控、精准智控”，有效提升了人员排查的效率和覆盖广度。

更暖
平台+线下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在被隔离的14天，家住文晖街道京都苑小区居民覃先生，

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菜没有了，牛奶到了，社工都会跑腿送

上门。”2 月 8 日中午，覃先生按时将体温上报在一个名为“依

靠”的系统中，并向工作人员说起家里“断粮”囧境。没过多

久，社工就把覃先生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送了过来。

据悉，依靠（1call）是由下城区卫生健康局和数据资源局

开发的居家健康监测信息上报系统，已在8个街道全面上线。

2 月初，下城区在城市大脑平台的基础上，改造健康监测

流程，形成自主上报、分类处理、精准干预的闭环管理。街道、

社区负责日常生活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身体情况,每

日分析上报数据，对异常数据人群进行医疗或生活干预。

疫情对民众的影响不止在生活，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也超

乎了想象，心理支持、心理援助变得越来越需要。

1月31日，下城区推出了全市首个线上心理干预平台，向民

众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心理干预服务及后期复测的全程管理。

王女士因接触过疑似病例，主动上报，进入了医学观察点，

害怕、不安，心情十分焦虑。在平台上，心理咨询师白鹤对其进

行评估判定需要心理疏导。每天，白鹤都会给王女士电话，“不

妨做几个深呼吸”“昨天全省又有28人出院”⋯⋯在电话中，白

鹤与王女士聊聊天，拉拉家常，几天过去，王女士心情逐渐平复，

心理指标也都正常。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如今，一系列涉及民生的“关键小

事”在下城区正以线上线下立体式服务让民众获得触手可及的

安全感。

潮鸣街道“最

多问一次”信

息 咨 询 平 台

助 力 企 业 有

序复工，只需

用 手 机 扫 一

扫，权威信息

尽在掌握。

不凡
看
见平凡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