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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云栖大会上参观杭州城市大脑运用展台。杭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郑新钰

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
西汉时期耿寿昌的《九章算术》；从
祖冲之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度计算
到小数点后七位，再到当今的电子
计算、数据建模……数字作为人类
文明的重要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眼下，数字再次以崭新的姿
态高调出现，成为人们认识城市
的方式之一。

在众多为数字化发展摇旗呐
喊的城市中，有一座城市格外亮
眼，它就是浙江省杭州市。

近几年，杭州在以数营城的
道路上乘风破浪，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数字生活快速便捷、数字治
理有序智慧……

数字，已然成为杭州最鲜明
的时代标志，也正在引领着这座
创新之城阔步迈入下一个百年。

数融制造
“未来工厂”焕发活力

“高水平打造‘数智杭州·宜
居天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在《杭州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十四

五”期间，“数”和“智”将会是这座
城市发展的主引擎。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其他
产业普遍表现低迷，杭州数字经
济却逆势而上，核心产业实现增
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对
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今年一季度，杭州再次交出
亮眼成绩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实现增加值1120亿元，同比增长
28.1%，两年平均增长16.6%，占
GDP的26.7%。

掀开成绩单的“表”，透视其
“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杭州的数
字产业体系里，既有阿里巴巴、网
易、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大树参

天”，又有一大批“乔木式”“灌木
式”中小企业奋勇争先，产业结构
抗压性强、稳定性高。

今年2月，国家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落子杭州，这也是
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斩获的又一
块“国家级”奖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杭州一
直坚持把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作
为建设“数字经济第一城”的重要
内容，形成了较强综合实力和竞
争优势。

与数字经济产值、增加值均
占到浙江省60%形成对比的是，
杭州规上工业的一些数据指标还
不尽如人意。

对此，杭州一直在寻找破解
之道。2019 年，杭州部署实施

“新制造业计划”之后，制造业发
展明显提速；最近，杭州又全面启
动“未来工厂”建设，希望推动制
造业实现新的飞跃。

这一次，杭州把重点放在打
造组织型制造新模式、锚定智能
化制造新方向上，提出培育“聚能

工厂”“链主工厂”“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云端工厂”等五类“未
来工厂”形态，推进企业组织形态
变革重构。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杭州发
挥数字经济长板，与制造业有效
协同的一组重大举措，同时也为
杭州这类特大城市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全面实施数字化改造后，平
均生产效率提升17%，订单准交
率提升至98%，产品合格率趋近
100%，库存账物准确率提升至
97%以上。”大明制冷董事长谢新
江尝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甜头后
说，“我们这些传统制造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效
率低、质量不稳定、信息化水平弱
的问题，很容易就停滞不前，只有
和数字化接轨，才能提高效率、跑
得更远。”

大明制冷只是数字化帮助传
统企业提质增效的缩影之一。事
实上，杭州数字经济已经率先走
上“数融制造”的创新之路。

就在不久前，杭州市召开了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未来
工厂”建设推进大会，提出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强市。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
前，其次是现在。传统产业拥抱
数字经济，亦是如此。

可以预见的是，在多重利好
叠加下，杭州将进一步吸引数字
经济企业在此集聚发展。

数字是否能再次改变杭州城
市发展逻辑尚未可知，不过可以
肯定是，它正强势入场杭州的新
经济变革时代。

技术革新
数字生活便民惠民

数字产业化也好，产业数字
化也罢，新的词汇、新的提法不断
出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可阻
挡，但核心不能变。因为技术只
是工具，归根结底要为人服务。

在杭州，将“数字”植入人民生
活已蔚然成风。而这种无处不在
的便利，得益于城市大脑的建设。

镜头拉回到2016年，杭州城
市大脑走向舞台中央。建设之
初，杭州城市大脑提出了“531”的
逻辑体系架构。具体来说：

“5”即“五个一”：打通“一张
网”，一张确保数据无障碍流动的
网，通过统一标准，支撑“城市大
脑”的数据资源需求；做大“一朵
云”，一朵将各类云资源连接在一
起的“逻辑云”；汇聚“一个库”，形
成城市级数据仓库，同时做好数
据治理，确保数据鲜活、在线；建
设“一个中枢”，作为数据、各系统
互通互联的核心层，实施系统接

入、数据融合、反馈执行；建强“一
个大脑”，在全市实施统一架构、
一体化实施，彻底打破各自为政
的传统建设模式，实现市、区两级
协同联动，防止重复建设。

“3”即“三个通”：第一个“通”
是市、区、部门间互联互通；第二
个“通”是中枢、系统、平台、场景
互联互通；第三个“通”是政府与
市场的互联互通。

“1”即“一个新的城市基础设
施”。城市大脑通过全面打通各类
数据，接入各业务系统，实施融合计
算，将为城市建设一个会思考、能迭
代进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经过多次打磨和迭代升级，
目前杭州城市大脑已覆盖公共交
通、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11个
重点领域的48个场景，百姓生活
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
精彩——

看病时，不需要到医院现场
排队，凭借手机上的健康码就可
实现“一码就医”，看完病也可以

“直接离场”，回到家再进行医药
费支付。

停车时，抬头就能看到引导
屏上的附近泊位数量，实现就近
停车；出停车场，通过“先离场后
付费”1秒抬杆，车辆可以直接离
场，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生活中，打开手机，动动手指
就能办社保、开公司、摇车牌、取
公积金……

记者了解到，借助着城市大
脑，杭州在多个赛道上实现了全
国领跑：第一个实施“无杆停车
场”的城市，第一个创设“数字公
园卡”的城市，第一个实现“20秒
入园、30秒入住”的城市……

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已
有1.22万个接口接入城市大脑中
枢，累计协同次数达35.7亿次，中
枢迭代了5个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市民
进一步认识和熟悉城市大脑，近
日，杭州城市大脑“体验舱”活动
启动，市民可以走进“体验舱”成
为“语杭员”，实地了解城市大脑
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意见建议，让
场景革新改到点子上、做到关键
处，为民办实事。

杭州市民傅佐体验后第一时
间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城市大脑
数字界面虽然可以检索到周围的
泊位信息，但开车时使用不方便，
能否在城市大脑数字界面上增加
语音找泊位功能，只要说一句“我
要找车位”，就能直接检索到附近
空余车位，并直接生成车位的语
音导航信息。

“再进一步说，像景区客流查
询、居住证办理等常用功能如果
都能加入语音检索功能，我觉得
对市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傅佐说。

接到傅佐反馈的杭州城市大

脑建设指挥部当即回复：AI智能
语音是很好的人工智能应用，等语
音组件成熟以后会尽快考虑融合
到现有场景之中，相信未来各个场
景中，城市大脑会变得更智慧。

数字赋能
基层治理提速增效

谈完了城市经济和生活，再
来看看治理。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处于迈
向现代化的阶段。可以明确的
是，只有打通了城市基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才能为推动城市
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证。在这
一过程中，势必少不了“数字”来
赋能添翼。

“通过‘先锋领杭’双报到系
统，我们了解到基层社区最真实
最直接的需求，并能主动参与服
务。”日前，杭州市直机关工委委
员、二级巡视员王海峰和同事们
早早来到滨江区浦沿街道彩虹社
区，参与社区组织的“走访网格、
网格连心”活动。

参与服务活动的在职党员们
纷纷表示，有了“先锋领杭”双报
到系统，通过西湖先锋APP或公
众号就能一键报名，他们能在八
小时外更多地为居民办点实事，
非常便捷。

如何让在职党员进社区忙到
点子上”“做到关键处”？拱墅区
天水街道皇亲苑社区党委运用

“先锋领杭”及时掌握辖区内在职
党员资源、特长分布情况。

皇亲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蔡巧燕表示：“有了这本

‘明白账’，社区服务群众办法更
多、底气更足。”

最近，皇亲苑社区深入摸排
居民需求，推出了包括特殊老人
暖心送餐、小小主持人育苗、楼宇
共建错峰停车、口袋公园共建认
领、社区便民义诊服务等社区“十
大便民惠民项目”清单，通过“先
锋领杭”一键发布，提供给杭州移
动拱墅分公司、仙林幼儿园等武
林商圈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和居住
在本社区的在职党员“认领”，搭
建起机关部门、辖区单位、在职党
员服务社区的新平台。

在西湖区西溪街道上马塍社
区，社区党委书记项静用“先锋领
杭”系统“吹哨”，通过一键动员，
召集在职党员、共建单位代表和
小区书记、小区“九长”成员一道，
召开“九长”议事圆桌会，围绕共
建美好家园、居民（电梯）公约讨
论、微心愿认领等内容进行研讨，
共建单位党员还组团慰问社区困
难党员。大家都表示，有了“先锋
领杭”，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抱
得更紧了。

记者从杭州市委组织部了

解到，“先锋领杭”双报到系统针
对“社区找不到服务资源、党员
不清楚社区需求”的现实矛盾，
集成党员报到、资源匹配、服务
发布、签到留痕、反馈评价等功
能，实现在职党员一键注册报
到、社区组织一键精准动员、机
关支部一键提醒督促，做到服务
常态长效、资源精准匹配、效果
全程可感，推动党员干部到社区
亮身份、作示范、送服务，为社区
治理聚力赋能。

系统试运行以来，全市已有
超过10万名在职党员完成线上注
册报到，注册报到率达九成以上。

杭州市各级机关党组织把基
层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从
最热点的问题抓起、从最具体的
小事做起、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
运用“先锋领杭”等数字化手段，
推动“数智赋能”向“数智变革”转
变，接力打造一座善于倾听民声、
知冷知暖的城市。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进
一步做好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已
连续14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单的杭州，又于近日上线
了“民呼我为”数字平台，让群众
呼声一键直达党委、政府，精准对
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据介绍，根据百姓反应的问
题建议，“民呼我为”数字平台将自
动生成民意热力图、热度榜和趋势
预警分析，及时动态调整年度任务
和月度清单，确保每一件民生实
事、关键小事都能办实办好。

“要把老百姓的事当作天大
的事，努力打造一座善于倾听、知
冷知暖的城市。”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说，让人民
生活幸福就是“国之大者”，把为
民办实事的工作做好了，群众的
幸福感就会提升，城市发展行稳
致远的基础才会更加扎实。

开放交流
人人共享数字红利

“数字杭州”不仅提升了本地
居民的幸福感，而且也在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慕名而来。

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到杭州
已经有四个年头了。“我非常热爱
杭州。”接受记者采访时，米莱直
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杭州的深
厚情感。在他眼里，杭州已成为
他的第二故乡。

四年前，高中毕业后的米莱
只身来到浙江科技学院求学，圆
了从小就“想到中国看看”的梦。

“我攻读的是应用物理学专业，杭
州数字化发展非常迅猛，相信这
座城市会给我的专业提供非常多
的实践机会。”

米莱的微信名字叫“洋雷
锋”，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

他热爱各类公益活动。一进入大
学，米莱就成为公益组织“雷锋
连”的一员，陆续参加了许多公益
活动；2018年，米莱又加入公民
警校国际驿站；为了帮助更多在
华留学生加深对中国的了解，米
莱还发起成立了国际志愿者服务
平台“留下带路”。

有时忙着协助维持交通秩
序，有时在为路人指路，有时主动
上前帮外国友人翻译……如今，人
们经常会在西湖边、马路旁、火车
站等地看到这个非洲小伙的身
影。“这是一座非常有爱的城市。
我从杭州人民身上看到了中国人
团结友爱和互帮互助的精神。”米
莱说。

即将大学毕业的米莱经过认

真思考后，决定留在杭州。“我已
经向浙江大学提交了攻读硕士研
究生的申请，等到明年杭州亚运
会举办时，我希望成为一名志愿
者，继续我的‘学雷锋’故事。”

米莱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据了解，每年有320万人次的“洋
面孔”带着好奇和憧憬走进杭州，
其中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在这里
学习生活创业成了“新杭州人”。

如果论起杭州打造国际化窗
口的重要节点，那必是5年前的
那场会议。

2016年9月4日—5日，全球
瞩目的经济盛会G20峰会在杭州
召开。这场会议坚定了杭州对外
开放发展的决心。

2018年4月27日，杭州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杭州国际日”的决定》，并在《杭
州市城市国际化促进条例》中以
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将每年的9
月5日设立为“杭州国际日”。

以地方立法设定国际日，这
在全国城市中尚属首例。

每周有超过400架次的国际
航班在空中起飞、穿梭、降落；每
年数以百亿元的资本和财富以进
出口贸易的形式在杭州与世界之
间流动；每年上万个国际国内会
议在杭州上演“头脑风暴”……如
今，杭州国际化的篇章越写越生
动，通过杭州这扇窗，一个向着创
新、幸福、智慧迈进的大美中国正
缓缓地呈现在全球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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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钱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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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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