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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码”上通行很便捷

拿出手机，进入某社交平台，点击“贵州健康码”
小程序，进行本人信息扫码登记——61岁的贵州省贵阳
市市民王英华对这套“程序”烂熟于心。不管是去公园
遛弯，还是去菜市场买菜，他都会先拿出手机如此操作
一遍。

“有了健康码，一扫就可以看出健康状况，不用像以
前那么麻烦了。”王英华说，在没有健康码前，出于疫情
防控需要，进出小区、医院、公园等都要登记个人姓
名、住址、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太不方便，
也没别的办法”。在疫情严重时，一次他带孙子去社区医
院，排了半小时队才进门。

如今，健康码已成为人们就医、工作、购物、出行
时的重要工具。这种“码”上通行让人们出行更方便快
捷，也使常态化背景下的疫情防控更高效、城市运转更
科学有序。

“当看到健康码，特别是看到居民扫出绿码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安心。”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社区建设办公
室副主任闫岩从今年春节开始就在社区防控卡口值守，
前些天才撤下来。和很多同事一样，扫码带来的变化，
让她印象深刻。

闫岩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景山街道负责返京、返
回人员排查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值守的下沉干部、志愿者
共计 400 余人，以往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通过“敲门行
动”、电话等进行人工排查、手动登记居民信息。

今年 3 月初，健康码开始在北京使用。这不仅减轻
了闫岩和同事的工作负担，也让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她
举例说，依靠健康码和居民出行码配合，工作人员可以
快速了解相关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流动人员情况、
居民陈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让疫情防控更精准。

统计显示，如今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基本实现了健
康码全覆盖。人民智库近日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
台对5928名受访者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受
访者申领了健康码，公众对健康码的使用感受整体较
好，对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认可度高。

“从宏观层面看，健康码解决了在局部地区发生疫
情、推进复工复产等背景下人们跨区安全有序流动问
题，并在助力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
网格化服务体系。”人民智库研究员王虹说。

安全准确不添乱

今年 2 月初，深圳市很多居民惊讶地发现，进出社
区不用在门岗处填写信息或办理临时出入证了，只需在
家中登录“深i您”等平台录入健康信息、领取专属健康
码，出入小区亮“码”即可。随着健康码上线，深圳成
为全国较早实现“凭码出行”的城市。

能否做一个可以替代纸质通行证的“码”，减少人员
直接接触及信息重复填写？这是腾讯云政务团队研发深
圳健康码的初衷。

“从纸质证明到数字图码，看似简单，实际上要迈很
多坎。”腾讯云政务行业技术总监李晓辉说，从流程看，
需要协助当地政府快速明确和建立起数据的采集标准，
并设计出可以支撑千万数量用户在线的一套技术架
构，并确保其可用。从目标看，健康码应实现让相关
数据从一线快速传递到政府决策机构，并将政府决策
和服务信息及时传递给居民、企业的功能；同时企业
只搭建渠道和平台，不留存相关数据，确保公众填报信
息的数据安全。

虽然困难重重，但深圳健康码首个版本上线只用了
7 天时间，并根据地方需求不断更新版本。创新高速度
的背后，是李晓辉和同事的全力投入。“我们部门几乎都
参与进来，公司其他产品团队、安全团队全程保障，可
以说举公司之力在支持。”

如今，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正在为越来越多城
市的健康码提供技术支持。

总的来看，各地健康码系统呈现出很多共同特征，
一是方便快捷，充分考虑居民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
例如杭州健康码推出代办申领，通过刷市民卡显示健康

码，解决了没有智能手机人群健康码使用问题。二是安
全。例如北京市政府规定，“健康宝”所有数据留存于市
政府，仅用于防疫工作；且每到当天失效时间，相关数
据会全部失效，做到信息保护自动化、数据存储规范
化。三是准确。通过与确诊及疑似病例库、密切接触者
库、跨省健康码库等国家数据库及卫健、公安、铁路、
民航等部门数据校验比对，生成权威可靠的结果。

“在疫情防控上，健康码只帮忙、不添乱。”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健康
码只获取居民基本信息和健康信息；在使用过程中，主
要通过颜色识别，且只显示个人部分信息，大幅降低个
人隐私暴露风险。

让社会治理更有温度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如何统一各地健康
码标准、真正实现“一码走天下”？

今年 4月底，《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发布，
意味着个人健康信息码将实现码制统一、展现方式统一、
数据内容统一。专家表示，全面实现各地健康码互通互
认，需要各地进一步完善防控体制机制，认可外来人员出
示的健康码，并按新国标对本地健康码系统做相应升级。

李晓辉建议，依托现有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作
为中心枢纽，将各地健康码系统打通，让接入中心枢纽
的每个省份健康码实现“一次接入、全部互认”。“运用
国家平台的中心枢纽地位，将各地分布式的健康码服务

串联起来、管理起来。”
对于健康码的未来走向，人民智库调查结果显示，

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作
用，尤其是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
乐领域。

李晓辉表示，健康码是一个服务大众民生的产品，
在研发过程孵化出很多新理念。比如，在未来城市治
理、城市服务场景中，数字图码是一个连接居民、政
府、法人、社会组织机构等的好渠道，未来可以通过技
术升级提供更多服务。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健康码方能发挥更大作
用。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建议，尽快完善法
律法规，明确政府部门对公民上传疫情相关数据信息的
抓取、使用等权限，以及监管机制、法律责任等。今后
对于涉及重大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安全等项目支出，政
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确保项目公益性，并对
研发企业进行有效监督。

“健康码给社会治理创新和智慧城市建设带来很多启
示。”盘和林表示，快速建立健康码信息跨省互认机制，
为今后其他各类政务信息的全国统一积累了经验；此次
健康码全方位应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通信、云
计算、区块链等多种技术实战练兵，为社会治理提供了
精细化、精准化、快速化管理的新手段。

“当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把个人需求提交到公共
平台时，这意味着今后城市治理将变得更加重视人文关
怀，社会治理会更有温度。”盘和林说。

杭州给马路装上健康码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推出的“云上城管”三

期建设重要模块——市政道路健康监测系统“智
慧路长”近日上线。该系统将下城区路面分成几
百万个1平方米的小方格，每个小方格上都对应
一个红、黄、绿“健康码”，红色表示“不健
康”，黄色表示“亚健康”，绿色表示“健康”。系
统将几百万个点位打上相应的定位和信息化标
签，通过24小时移动的“智能感知设备”，将点位
上的坑洞、沉陷、裂缝、缺陷井盖等16种病害状
况实时反馈到云端，做到实时监测、分类识别、
智能推送、持续跟进。“我们用健康码来管理路
面，灵感来自疫情防控。”下城区城管局办公室主
任张毅恒说。

“智慧路长”的核心是大数据运算、传输，如
何让数据更加安全可靠并且实现共享？该系统用
上了区块链技术。系统分析输出的数据通过区块
链加密算法和证书许可授权，在“道路智能系
统”中植入了“道路信息存证共享”功能，不仅
可以有效保障道路检修指数更加安全、真实、便
捷，产生的数据还能与交警、交通、市政等部门
进行共享，普通市民安装手机传感器上传数据后
还能换算成激励值获得奖励，真正实现“路面可
阅读，管理有温度”。

目前，下城区已对区内近200条道路、几百万
个点位实现了信息化覆盖。发现路面问题平均用
时由原先的5-7天缩短到1-2天。

据介绍，“智慧路长”系统下一步还将升
级，将把路面积水、路面垃圾等问题纳入监测范
围内。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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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出示您的健康码！”一段时间以
来，居民无论是娱乐消遣、逛街购物，还
是出入社区、复工上班，都习惯了随时随
地亮出手机上的健康码。可以说，在疫情
防控的特殊时期，健康码已经成为证明个
人健康状况的必备“神器”。

健康码是个人通过手机申报，经大数
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分析处理，最终生
成的“专属”二维码。不同颜色的二维码
对应不同等级的疫情风险：亮绿码可以正
常通行，黄码和红码意味着要按规定隔离
并打卡。除此之外，健康码还记录着用户
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行程轨迹等信息。
一旦发现疫情风险，工作人员可以采取相
应的防控措施。目前，各省区市均已开通
健康码，并且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一
码通行”。

小小健康码，关乎疫情防控“大棋
局”。作为数字防控网的重要一环，健康码
不仅免去了繁琐的登记手续，而且减少了
不必要的人员接触，降低了疫情扩散风
险。这种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动态管理，使
疫情排查更加高效便捷，大大减轻了工作
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健康码打通了“城
门”、“厂门”和“院门”之间的“中梗
阻”，解决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人口流动的
现实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健康码的大规
模应用，意味着人们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

产、区域管控与城市正常运行之间找到了
平衡点。

当然，技术不是万能的。从孕育诞生
到推广应用，健康码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
断完善。比如，健康码涉及数亿用户的个
人隐私，如何在深入分析、挖掘利用的同
时，充分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对于不会
或没有智能手机的“扫码困难”群体，如
何确保他们的正常生活不因健康码而步步
受阻？疫情外部输入风险依然严峻，如何
不断优化完善健康码系统，防止遗漏出

现？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要利用技术之
针绣好治理蓝图。

更深远看，健康码虽然是特殊时期的
产物，但也折射出城市治理要提升数字化
水准。疫情防控期间，从大数据预测人流
趋势到智能信息采集系统再到流动人员健
康监测，各种数字化治理手段大显身手。
不过，这些“数字发明”不应仅仅满足应
急之需，也要应用到今后的城市治理过程
当中，从而实现从“管一时”变为“管长
久”。比如，杭州市相关人员此前表示，健

康码将嵌入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中，通过与
个人健康档案、医疗数据的有机结合，真
正成为市民的“健康卫士”。因此，我们既
要立足当前，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城市

“免疫力”；更要着眼长远，以此为契机不
断提高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疫情终将过去，智慧城市的想象没有
边界。各地不妨开足“码”力，加速城市
治理数字化进程，让城市治理站上“云
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捷。

开足“码”力做好城市治理
姜忠奇

疫情防控好帮手 城市治理新抓手

健康码 真管用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用手机扫码，凭绿码进入。如今，扫描健康码已经成为大多
数中国人出入社区、公司、商场，或乘坐交通工具甚至去菜市场
买菜时的习惯。

小小“健康码”，像一张随身必备的“生活通行证”，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方面派上了大用场。植根

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健康码”，正在替代传统证明方式，助力防
疫期间人们安全有序流动。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发生以来，全
国31个省份已陆续实现健康码全覆盖。

健康码是怎么出现的？它如何实现“一码走天下”？在智慧城市
建设和社会公共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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