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忻 意

美术编辑 周 芸时政06

■劳动报记者 唐一泓

打造“活”的数字孪生大楼
“城有千万楼 ， 楼是最小

城”。 截至目前，上海市有 600
多万辆动车，480 万栋建筑物，
4.75 万幢高层建筑，24 万台电
梯等， 这些都是城市运行管理
中的最小单元。

在上海市城运中心的指

导下 ， 黄浦区与华为联合创
新，选取南京大楼作为城市数
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进行试

点 ， 基于城市智能体参考架
构 ，融合华为云 、大数据 、AI、
边缘计算 、5G 等多种先进技
术，共同打造了“活”的数字孪
生大楼。 该系统在静态建模基
础上，通过叠加多维实时动态
数据 ，支持以生命体 、有机体
这样的视角对大楼进行感知

和管理，并且构建了系统化的
数字生命体征，实现城市运行
管理的实时预判、 实时发现 、
实时处置。

步行街大客流管控有妙招
除夕那天， 黄浦区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老张与同

事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与
以往不同，今年，他们用“数字
孪生”技术为上海守岁。区别于
建筑行业提出的数字孪生静态

建模， 动态数字孪生技术除了
利用物理空间数据对大楼和周

边进行超精细建模并实现视觉

还原，还接入了多维数据，包括
政府业务数据、人流数据、气象
环境数据、 地下地铁和管网数
据。

“当步行街客流达到中高

风险等级时， 区城运中心会立
即发布大客流预警， 通过区城
运平台， 自上而下向南京大楼
数字孪生系统发送配套处置通

知。与此同时，店内安保经理通
过手环收到消息， 立即组织安
保人员， 配合启动客流管控预
案：在门店出入口设立围栏、设
置提示标牌， 南京东路步行街
侧的门关闭，不允许人员出入，
正门只进不出并且严格控制人

流量， 河南中路侧的门只出不
进。 ”老张说。

正是数字孪生技术这样的

“妙招”， 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管控不再困难， 实现了政府与

市场主体联动完成应对大客流

的管理措施，形成了管控闭环。

让城市值守者轻松过年
春节期间， 得益于南京大

楼数字孪生系统支持， 上海南
京大楼保安人员范天玉在面对

顾客盈门时多了一份从容。
除夕一早， 他就带上了智

能手环，通过这个手环，他能获
知店内所有状况并作及时处

置。作为上海网红打卡点，南京
大楼外时常会出现共享单车乱

停放、堆物、暴露垃圾等情况。
“以前需要我们保安定期人工
巡视处理。 ”小范告诉记者，“现

在，通过大楼数字孪生系统，视
频监控会自动识别乱停乱放等

行为， 并实时推送告警到保安
的手环上，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
前去处理。 ”

“在南京大楼市场主体内
的体验区、会议室、楼梯间等封
闭区域，一旦有人吸烟，将会造
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小范说，
“现在通过 ‘烟感+边缘吸烟行
为检测’ 便可识别吸烟行为并
产生告警。 智能手环接收到告
警信息，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前
往现场进行处置。 当吸烟行为
处置完毕， 系统中告警状态及
大楼生命体征的各项指数也会

随之恢复。 ”
据了解， 上海将打造 100

个上海城市智能体创新场景 ，
发展 100 家城市数字化转型伙
伴，从城市数字化治理切入，带
动经济与生活数字化， 全面推
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 黄兴

本报讯 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昨天上午在京举

行。 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日推出
系列中英合拍纪录片 《行进中
的中国》，这部具有国际视野以
及适合海外传播的叙事语言的

纪录片，以鲜活的人物故事，展
现了人类历史上这场规模最

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
脱贫攻坚战。 外国人视角下的
中国式扶贫什么样？ 一部讲述
中国扶贫的片子为什么要和外

国团队合作？播出前夕，本报记
者采访了该片总导演陈亦楠。

中国首创

从非遗扶贫到生态扶贫
输出中国模式

中国的脱贫攻坚工程 ，举
世瞩目，经过 8 年持续奋斗，中
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
摘帽， 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 《行进中的中国》由上海广
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与英国雄

狮电视制作公司联合摄制 ，是
“纪录中国” 传播工程重大项

目， 也被纳入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 2021—2025 年 “十四五”重
点纪录片选题、 上海市围绕全
面小康和建党百年主题首批重

点文艺创作项目。
《行进中的中国》第一集围

绕“中国脱贫攻坚工程”这一主
题，以国际化的叙述方式，将偏
远地区少数民族非遗绣娘发展

产业、 西部地区沙漠化治理如
何与互联网有效结合、 云南普
洱农民种植咖啡豆、 上海期货
交易所通过金融产品精准扶贫

天然橡胶产地四个故事娓娓道

来， 展现了非遗扶贫、 生态扶
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中国
首创的扶贫方式。

新冠疫情之下， 中国经济
成为全球经济的一抹亮色。 《行
进中的中国》 第二集聚焦中国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各行各
业如何有序地进行复工复产 ，
促进经济快速复苏的故事。 展
现在新形势下中国产业结构发

生的调整、 不同行业的恢复与
兴起、 中国企业快速应对和转
型创新， 以及人们如何调整心
态适应新变化新生活。 在这集
中，外卖小哥、酒吧经营者、网
络主播等都成了纪录片的关注

对象。

英方选题：

从农民工、网红到弱势群体
都是关注对象

据陈亦楠透露， 纪录片拍
摄时， 正处于国内疫情逐渐好
转、国外疫情逐渐蔓延的阶段，
团队预判接下来中国会被世界

关注， 英方团队也看好中国模
式、中国智慧，想要学习中国经
验，于是双方达成共识。摄制组
采用了“云合作”的国际合拍模
式，所有的策划、沟通、配音都
通过越洋视频完成。 中方完成
初剪后， 片子寄到英国进行精
剪再寄回后， 双方通过视频沟
通修改事宜。

“纪录片中的人物都是国
际社会目前关注的中国农民

工、网红、弱势群体等，地域上
也考虑到中国西南部、 东部和
西北部的多样性。 ”陈亦楠说，
每个故事背后都对应一种扶贫

模式， 例如非遗扶贫、 生态扶
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

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于
2 月 25 日、26 日晚登陆东方卫
视、 纪实人文频道和上海外语
频道，百视 TV 移动客户端也可
同步收看。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扶贫工程

让世界看看《行进中的中国》

在百年历史建筑南京大楼三楼，一位顾客将手机探出窗外拍照，殊不知这一
举动可能带来高空坠物风险隐患。大楼内的数字孪生系统早在第一时间检测到开
窗行为，并自动向店内保安手环告警。当保安前往处置后，系统随即显示窗户关
闭，大楼生命体征恢复至健康状态。
2 月 25 日，上海城市最小管理单元数字治理成果发布会上，上海“一网统管”

对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的最新探索正式亮相。

百年历史建筑变身城市智能体
上海“一网统管”发布城市最小管理单元数字治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