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网络世界 责编：王丕屹 李雪钦 邮箱：lixueqin@haiwainet.cn责编：王丕屹 李雪钦 邮箱：lixueqin@haiwainet.cn

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

网上中国

不跑路，居民最开心

数字便民缴费产业作为人民群众日常生
活运转的关键节点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责任。“智能
缴费”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小到居民最基
本的生活保障，“智能缴费”越智慧，人们的生
活就越便利。

61 岁的张阿姨，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璟泰
大厦，不习惯用手机自动缴电费，每个月就都
是到供电营业厅缴费。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
她让出差在外的儿子帮忙缴费，从此不用“跑
路”缴电费很开心。张阿姨的儿子通过手机在
南方电网微信公众号，通过输入用户编号就为
母亲完成缴电费。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
市场部周玖向本报记者介绍，广州供电局通过
辖区600多万只智能电表向全市用电户提供

数字化、智能化的全自动抄验，并实现智能电
表全覆盖。南方电网为了方便用户，推出了互
联网、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等线上通道，
共有40类107项用电业务实现网上办理。

居民生活离不开“水、电、气”，“水、电、气”
的“智能缴费”让居民实实在在“少跑路”。国
家电网“网上国网”客户端上线139项业务功
能，能够满足客户用电业务“一网通办、不见面
办电”需求。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和企业线
上申请量较大的办电业务，“网上国网”推动证
照调取、项目储备、外线审批“一网通办”，全面
压环节、减时间，线上办电率达96.5%。

网上办，企业更省力

开门办企业，税费、社保费、公积金等样样
都要按时交，在没有开通网络办理税务工作
前，企业会计人员常抱怨“办税离不开三件事：

填表、请假、排队”。自从各种费用可以网上支
付以来，企业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源。

吴女士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微企业的
负责人，她回忆几年前说：“一星期有一半的工
作时间得往税务局和银行跑，来了还得排好久
队，身上带着大小公章，填一堆表格，基本内容
都差不多。”现在不一样了，吴女士介绍，公司
绝大部分税务缴费通过互联网完成。北京税
务部门介绍，企业90%以上的报税工作都能在
网上办理，通过数据抓取方式可以自动获取相
关信息，企业不再需要重复填表，省时省力。

“办社保业务吗？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
5月，广东省珠海市在广东省率先实现社保全
部业务“掌上办”。珠海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群众用智能手机通过“珠海社保”微信
公众号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社保工作人
员的服务职责也从“我帮你办”变为“我教你
办”，让群众“人人都是经办人”。该中心“四

办”——“掌上办”“预约办”“网上办”“自助办”
已服务群众超300万人次，实现了办社保“最
多跑一次”。此外，“珠海社保智能客服”也上
线，平均每天“秒回”社保相关问题5000余个。

惠百姓，服务便民化

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
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指出，以数
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
运行效率和宜居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优化民生服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
重要一环。“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让城市更“聪
明”，居民生活更便利。

5月24日，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等单位共
同编制的 《依托智慧服务 共创新型智慧城

市——2022 智慧城市白皮书》发布。白皮书
显示，智慧城市投资将会继续加码，智能抄表
将是智慧城市的重点投向之一。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日益普及，居民和企业线上缴费已经成
为“常态化”。一部手机或电脑，完成缴纳方方
面面费用，居民少跑腿、企业省人力。城市缴
费体系以“互联网+大数据”的先进理念与技
术应用，不断提升办理、服务、管理等模式，加
速办事流程，使服务高效化、便民化。

中国正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未
来数十年，“智能缴费”更加必要。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
超 2.67 亿，占全国人口的 18.9%，“智能缴
费”可以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捷、从容。正
如专家所说“智慧城市建设只有做到应用落
地，并且惠及百姓、关切民生，才能给城市
带来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实现智慧城市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李女士收到微信提示：“电表账户余

额不足，已自动缴费100元”。这是李女士为25公里外朝阳区

的父母家设置用电自动缴费提醒，自从设置自动缴费，她再也

不担心80多岁的父母家断电了。如今，电费、水费、燃气费、

固话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供暖费等日常缴费都可以在手

机上动动手指，1分钟完成。“方便不怕忘，安全又省心”是居

民对“智能缴费”的“真心”评价。

广州市天河南二路的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营业厅，客服人员向市民介绍线上电费缴纳业务。 文慧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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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多渠道体会科学的奥妙

“云端科普”接地气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免费在线阅读“科学好书”、参加由中科院研究员主讲的“科学

公开课”、“云上打卡”科学馆……中国科学院近日把第18届“公众

科学日”搬上“云端”。多种形式的线上活动精彩纷呈，让人们多视

角、多渠道体会科学的奥妙和乐趣。新技术和新传播渠道为科普提

供助力，随着科普手段更加丰富，科普知识传播进入快车道，趣味

性、互动性、普惠性也得以进一步提升。

““9090后后””王王静是一名从贵州省黔东南苗静是一名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族侗族自治州山区山区走出的走出的大学生大学生，，99年前年前
她回到家乡施秉县教村民种菌菇她回到家乡施秉县教村民种菌菇，，后又通后又通
过抖音短视频过抖音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带动农户增直播等形式带动农户增
收收。。至今至今，，王静总共帮助县里上千户农户王静总共帮助县里上千户农户
销售农产品销售农产品，，销售额超销售额超 100100 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仅仅 20212021 年就收购了超过年就收购了超过 5050 吨农产品吨农产品。。她她

从村民从村民手里定期收购小米手里定期收购小米、、魔芋魔芋、、黄豆黄豆
等等，，也教村民种植技术也教村民种植技术，，人均人均年年增收增收10001000
元至元至 20002000 元人民币元人民币。。王静从未后悔自己王静从未后悔自己
的选择的选择，“，“我希望农村的年轻人能够像我我希望农村的年轻人能够像我
一样一样，，回到家乡回到家乡，，运用运用知识知识，，闯出一片闯出一片
天天。”。”图为图为王静在施秉县白塘村查看灵芝王静在施秉县白塘村查看灵芝
基地基地。。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农人新农人””带动村民富起来带动村民富起来

浙江建设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示范区

本报电（记者窦瀚洋）浙江省日前与国际
物品编码组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共同签署三
方联合声明，推动浙江省率先建设全球二维码
迁移计划示范区，共同推进“浙食链”成为其在
全球的首个推广应用项目。

据了解，商品编码具有商品流通“身份证”
和全球贸易的“通行证”作用，全球二维码迁移
计划是由国际物品编码组织于2020年底提出的
一项全球性倡议，旨在推动2027年前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从一维条形码向商品二维码的过渡迁
移，引领各领域全面实现商品二维码的识读解
析等功能，达到各行业间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为
消费者、企业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服务。

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率先运用二维
码打造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通过开发上线“浙食

链”，将二维码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治理中,提出
源头治理、溯源管控、交易结算等“一码、一体、
一链”综合集成新模式。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
示范区建设将把“浙食链”作为推广应用项目，
到2025年底实现浙江省食品行业商品编码由一
维条形码向二维码过渡迁移并全链条使用，实
现二维码仓储物流、读取结算，并逐步推进商品
二维码应用到食品外的其它快消品领域。

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将涉及包装印刷、扫
码设备等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和标准制定，这
标志着浙江将深度参与国际编码领域数字规则
的制定。通过二维码的推广实施，有助于消费
者获取最真实、全面的数字化商品相关信息，实
现产品可追溯性、供应链可视性，保障消费知情
权，形成全社会共享“数字红利”的良好氛围。

精彩内容受欢迎

“太空之眼”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
镜是啥样？观察太阳有多少种方法？超新
星爆发蕴藏着哪些生命起源之谜？国家天
文台近日举办一年一度的“公众科学日”活
动，以“爱天文·向宇宙”为主题，通过多个
互联网平台同步直播，实现连续线上直播
13小时，吸引观众累计超过79万人次，得到
了广大观众及天文爱好者的好评。据悉，
此次活动是中国科学院第18届“公众科学
日”的一部分。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第 18 届
“公众科学日”期间，中国科学院百余个院
属单位同步参与。天文台站、植物园、博
物馆、野外台站、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线上开放；包括院士在内的一线
科学家围绕公众关心的科学话题在线解
疑释惑；各个研究所还结合自身特色，组
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百余个科普视频同
步上线，展现前沿科技和身边科学背后的
科学原理……

近年来，“云上科普”更加红火，人们
足不出户便能获得优质科普内容。科学
技术部发布的 2020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显
示，各地线下与线上科普活动紧密结合，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传统传媒渠道
与新媒体平台联动，形成立体化科普传媒
矩阵。全国共建设科普网站2732个、科普
类微博 3282 个、科普类微信公众号 8632
个。各地充分利用线上科普活动覆盖面
广的优势，引导社会公众相信科学、依靠
科学、运用科学，实现科学防疫和不断提
高科学文化素质。

新兴技术体验棒

“人工增雨要有合适的气象条件，不能
想下就下。”“雾和霾的区别主要包括能见
度 范 围 不 同 、相 对 湿 度 不 同 、厚 度 不
同”……南京浦口气象防灾科普馆日前以
全新直播模式带来一场科普“公开课”。直
播镜头中，浦口区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

吴自越带领观众实地参观气象观测区，介
绍气象观测数据采集设备。通过触摸视
频、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设备，主持人
在大风实验室体验“风中凌乱”，在绿幕前
展示天气预报录制过程，为镜头前的观众
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如今，多种数字化技术手段让科普“活
起来”“炫起来”。便捷化的操作以及沉浸
式的体验，大大拉近了人们与科技知识的
距离。

进入“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站，点击“云
看展·全国科技馆虚拟漫游”，全国各地的
科技馆及优质展览一览无余，所有展馆资
源都以 VR（虚拟现实）全景模式进行展
示。选择感兴趣的场馆，只需动动手指、拖
动鼠标，便可“漫步”其中。

借助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科
普展参观实现形式多样化、便捷化和智能
化，为观众提供优质科学教育内容的同时，
也引领科技馆、博物馆在数字化时代寻求
运营模式的新突破，推动场馆建设迈上新
台阶。

近日，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云上科
普”活动，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大显身
手。吉林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开放

“云科普”虚拟展厅，扫码进入即可了解“重
大科技成就”“低碳产业发展”“科技改变生
活”“科技安全教育”四大板块内容。广州
科技活动周启动“线上嘉年华”，依托“广州

科普资源”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让市民能
够畅游“云端”科普世界，扮演天宫二号建
造师、人工智能指挥官等。

知识共享受益广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20余名小学
生近日体验了一次奇妙的博物馆“云
游”。在“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
云南楚雄云科普直播活动”中，讲解员带
领孩子们一道“走进”逸夫博物馆，向他
们科普生物和地球科学知识，激发他们探
索科学、追求真知的好奇心。在科普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还一起动手进行了
三叶虫化石拓印。

“这个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地球的奥
秘，大自然的神奇，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
样的活动，更希望能有机会到逸夫博物馆
亲眼看一看。”楚雄鹿城小学小花山校区
二年级学生李发磊兴奋地说。

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科普工作
关系到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重要性不言
而喻。近年来，不少地区在科普联动共享
方面开展积极探索和实践。

2018年，敦煌研究院与上海科技馆签
订合作协议，约定未来双方加深科学与艺
术的跨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机制向西部
欠发达地区青少年提供科普教育。2021年
8月底，上海科技馆“开学第一课”面向
全国中小学生开展“云端”逛展直播，活
动还特别邀请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等原上海
对口支援地区的中小学和科普基地，进行
东部西部科普联动，共计超过10万名中小
学生同步观看了“云端”直播。

目前科普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利用“互联
网+”大力开展“云上科普”，是提升科普教
育普惠性的手段之一。未来，应通过线上
线下科普教育资源的结合，构建面向更多
人的在线资源库。

江苏省淮安市民防馆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科普线上直播课上示范急救方法。
赵启瑞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