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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
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
求。

在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后，青羊区提出了深化“党建引领、双线融合”
治理机制，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如果给社区植入“智慧因子”，生活将会
怎样？在青羊，智慧社区已经变成了现实。

只用拨动一下手指，点点手机屏幕，就能报名参与社区活动，预约社区空间；
不用跑路，就能在线上咨询并办理多项社区民生事务，获得各类社区服务……今
年3月，“乐享同德”人联网新型智慧社区正式上线，聚焦社会服务，创新性将智慧
应用融入“服务、文化、生态、空间、产业、共治”六大场景，形成立体多维智慧治理
场景。

“我最近想了解学区划片的事宜，就在‘智慧小事通’里教育服务板块了解了
划片、入学要求等信息，很方便，不用跑路。”近日，在辖区居住的耿先生就通过“乐
享同德”平台，一键了解子女就学问题。这个集数字家园、智慧服务、幸福社群于
一体的智慧治理社区，让居民在场景中一下就找到居住院落所在；通过“社区直播
间”看一场文艺活动、听一堂公益讲座；一键办事流程，在多元、便捷、高效的城市
社区焕新美好智慧社区生活新主张。

“乐享同德”智慧社区是青羊区探索智慧治理新场景的有力探索，也是其中一
个缩影。“这个工地上裸土未进行覆盖、这个工地摄像头因喷淋水雾导致画面模
糊，我们就在监控天网上截图或者语音喊话要求整改。”青羊区住建交局质安科工
作人员毛洪开正通过“智慧工地平台”监管工地安全施工情况。通过在各个工地
现场装“鹰眼”，在该平台能清晰地看到工地施工现场、塔吊作业、围挡区、物料堆
放区等重点区，还可缩放大小，方便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目前该平
台已覆盖全区上百个工地。该智慧监管平台也运用到运渣车监控、扬尘监控等，
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智慧社区建设是一项涵盖面极广的系统工程，涉及安全、治理、服务、发展、党
建等方方面面。区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走访、座谈、征求建议等形
式，充分调研民情民意，不断提高智慧社区建设的科学性、前瞻性，确保智慧社区
建设契合基层需求。同时，积极推动社区、网格、小区落图，推动人、事、地、物、情、
组织六大类数据汇聚，为智慧社区建设夯实数字基础。

今年，青羊区将完成6个典型示范场景、1个重点应用场景和1个特色应用场
景的打造，破解智慧社区建设中的痛点难点，为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
层基础。

足不出户逛小游园、一条微信就可享受上门服务、下楼就可健身娱乐……这
样的生活场景，是同瑞社区居民们的“日常”，也是青羊区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扎实推进社区生活性服务建设的缩影。

近年来，青羊区聚焦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深化“双线融合”机制，加快打造
美好生活宜居场景，开辟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自治、居民善治新局面。下一步，
青羊还将持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完善党建引领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社会综合治理

“双线融合”机制，纵深推进“网格＋”融合模式，创新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
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推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推动政府服务平台、社区感
知设施、家庭终端相连通，发展社区商业，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陈静黄成薇报道闫青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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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大城市，对城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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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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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给出的答案是：

聚焦智慧赋能，提升城

市治理效能，深化“党建

引领、双线融合”治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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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更便利。

离宽窄巷子只有一街之隔的西胜街，日常静谧而幽静，时而会传来少城小
学孩子们琅琅读书声。家住少城街道西胜街7号少城雅居的樊大爷在这里居
住的体验感越来越好了，“小区前段时间进行了老旧院落的更新，最近又装上
了‘智慧系统’，住起来还是安逸。”

樊大爷说的“智慧系统”，即将投入使用，除了安装门禁外，在部分上了年
纪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智能水表、烟感、燃气报警和一键报警等物联网感知设
备。有了这些设备，要是燃气泄漏了，会第一时间把信息传到家人和社区工作
人员手中，还能通过智能水表和大门监控关注老年人的情况。

樊大爷并不知道，这样的变化背后还有着许多“小秘密”，一个精准运转的
“城市大脑”正在形成中，这是青羊区加快推进智慧青羊建设、构建智慧青羊城
市生命体、推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创新，促进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之一。

少城雅居的智慧小区应用场景只是青羊区“N”个智慧应用场景的一个切
面，青羊围绕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运行，聚焦重点领域，跨区
域、跨部门、跨层级构建了N个智慧运用场景。

在青羊区西华门4号楼，“智慧青羊”的核心中枢正在运转着。大数据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个运行平台融合了道路交通、城市地图、城市管理、数字
孪生、媒体信息等多部门多业务功能，接入城市管理、公共安全、文博旅游、养
老助残等区内46套政务系统。“智慧青羊”还将按照智慧蓉城建设的统一要求，
升级算力和存储能力，构建起庞大而精密的智慧青羊城市生命体，促进超大城
市中心城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这张“看不见的网”，让每一位城市
居民都能感知生活的美好和城市的温度。

为了让城市运转更智慧，让居民生活更便利，青羊区制定了智慧青羊建设
明确的目标、时间表和任务书。

据悉，智慧青羊的建设是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的突出问题出发，聚焦
“高效处置一件事”，系统构建区、街道两级城运平台，向上联通市级城运平台，
对接各行业业务系统，畅通指挥体系，打造线上线下联动、服务管理同步、政府
社会协同的智慧青羊应用中枢、指挥平台和赋能载体，向下延伸至社区、网格，
形成“态势全面感知、风险监测预警、趋势智能研判、资源统筹协调、行动人机
协同”的工作闭环，实现城市运行从事后统计向事前预测、从被动处置向主动
发现、从九龙治水向整体智治转变，提升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敏捷治理、科学治
理水平。

在时间节点上，今年12月底前，推动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领域形成一批
高效协同、务实管用的智慧应用场景，切实提升敏捷治理、科学治理水平；2023
年12月底前，夯实智慧青羊城市底座，汇聚政务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价值，结合
实战应用持续推进智慧应用场景建设，形成青羊“城市大脑”，满足综合研判、
决策分析、指挥调度需要，促进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未来，有这样一个精准运转的“城市大脑”，可以随时感知城市的变化，自
动发现预警安全隐患，实时提供道路车流变化信息，提前预判道路拥堵状况，
提前规划学校学位、医院床位……无论是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还是日常生活
的现实需要，它总能提前想到，提前解决，那么百姓的幸福点滴将会越来越多，
生活体验将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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