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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

基建数字化启航基建数字化启航        监管智能化扬帆监管智能化扬帆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
的快速推进，建筑行业逐渐成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组
成部分和重要支柱产业。

在此背景下，江西赣江新
区深度融合前沿数字科技与传
统建筑产业，通过不断创新与
实践，研发出赣江新区智慧工
地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智
慧工地平台）。并结合工程实
践不断升级完善监督管理服务
功能，有效提升建筑工地信息
化监管水平，推动建筑行业平
稳发展。

智慧工地平台投入运营三
年来，取得显著成效，并获批赣
江新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两
项软件著作权获国家版权局登
记。该平台具备哪些亮点？为
城市基建带来哪些变革？中国
城市报记者予以采访报道。

为企业发展赋能

不久前在赣江新区中医药
科创城的建设工地上，中宝药
业项目的技术总工彭里强手机
弹窗里收到一条警告信息，他
打开手机中智慧工地 APP 查
看，显示 3 号厂房有高空抛物
的行为。彭里强立刻通知现场
管理人员进行排查，后发现是
防水工人在清理屋面杂物时，
把一条长约 2 米的塑料薄膜从
20 米高的屋顶随手抛下，这一
幕正好被 AI 高空抛物摄像头
抓拍并记录。在智慧工地平台

的助力下，一桩“悬案”得到迅
速“侦破”，同时也对项目安全
规范作业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这一幕，是赣江新区智慧
工地科技创新成果的一个缩
影。谈到智慧工地平台的研发
初衷时，赣江新区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以下简称新区城建局）
建设管理组组长丁小明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一直以来，确保
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有序规范都是新区建设行
业管理部门追求的目标。但由
于工程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等
特点，以及建筑市场进一步放开
和主体的多元化，使传统监管模
式下的各种弊端逐步显现。

“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项
目分散以及监管力量不足、传
统监管手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
发展、巡查检查无法满足常态
化管理要求、监管数据共享分
析能力不足等。”丁小明说，“故
此，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建筑工业化技术协同发展势
在必行。”

2020 年初，赣江新区城建
局与南昌大学等科研机构合
作，共同着手对智慧工地数字
化开展产品研发，并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上线发布了智慧工
地平台。

赣江新区慧工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慧工科技）员工伍
云鹏是智慧工地平台的核心研
发人员之一，他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我们团队与主管部门多
次思想碰撞，经常深入到工地一
线建设者中间，了解他们的需求

和管理上的难点、痛点。经过无
数次的试验和迭代，终于研发出
这套既实用又高效的智慧工地
平台。平台主要融合了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可
以实现对施工现场的精细化、智
能化、数字化管理。”

除了 AI 高空坠物抓拍自
动预警子系统，智慧工地平台
还配备了 AI 安全帽抓拍、车辆
自动冲洗及检测、环境监测、抽
烟检测、明火检测等多项算法。
这些算法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平
台还能对施工人员的出勤率、
工作效率以及机械设备的使用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有
效提升项目的综合管理能力。

为政府监管提效

公开资料显示，智慧工地
平台通过“线上”支持“线下”，

“技防”辅助“人防”，有效缓解
了管理部门的监管负担，提高
了工程监管的能力与效率，实
现了对施工现场的远程监控和
实时管理。

如安全日志子系统将原本
现场手写的安全日志上报工作
全面转移至线上，监管部门工
作人员可对当前所有在建 39
个项目的安全日志进行在线查
看和管理，了解各项目施工与
安全管理情况。此外，质量安
全巡检也借助智慧工地平台实
现了全闭环管理。

新区城建局质量安全监管
人员范志聪的日常工作就是通

过电脑屏幕密切关注各个工地
的实时整体情况。“屏幕上面能
够清晰显示各个工地的施工进
度、安全状况以及环境监测数
据等信息。”范志聪说，“自从用
了智慧工地平台，监管人员的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可以有更
多时间去处理其他相关事务。”
目前，平台已下发整改单 334
个，其中 277 个完成整改。

除了对施工现场作实时监
控和数据分析，智慧工地平台
还为主管部门开辟了一条便捷
沟通渠道。在创新示范基地项
目一次巡查检查过程中，新区
城建局设计图审和质量安全组
长陈举发现项目设计图纸与施
工现场实际情况存在不符的情
况。他迅速在智慧工地平台上
发起多方视频会议，邀请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以及
监理单位共同参与。

通过高清的视频画面和共
享的电子图纸，各方人员直观
地看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展开
热烈讨论。仅仅用了不到一个
小时的时间就制定出调整方
案，并通过平台实时下达给施
工现场，确保施工进度的无缝
衔接。

为此，许多施工管理方感
叹道，过去需要通过多轮会议、
电话沟通甚至现场勘查，几天
都不一定能完成的工作，如今
一个小时就能够得以解决。

提高主管单位原有工作效
率的同时，智慧工地平台还新
增了“质量、安全标准化申报”

“工程质量检测”“安全自动化

考评”等功能，为质量安全监管
提供新的抓手。

为城市基建助力

智慧工地的建设不仅提高
了赣江新区政府部门的监管能
力和建设单位推进项目组织实
施的效率，更为城市基建产业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025 年即将来临，智慧工
地建设如何进一步推进？丁小
明介绍说，新区将继续完善优
化智慧工地管理服务平台，助
力智慧工地建设，推动新型城
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数字化、信
息化变革，形成全面建设智慧
工地的浓厚氛围。

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
新区城建局计划在现有的软件
平台基础上，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升级和完善智慧工地
平台在安全文明施工监督管
理、质量监督管理、检测管理等
方面功能，使监督工作更高效、
更廉洁。

此外，慧工科技也将加强
与其他科研团队的交流合作，
发挥多方优势，研发出更多精
准高效的算法以及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工地硬件产
品，完善智慧工地领域的产品
链。横向实现建设工程管理安
全、质量、进度、合约、成本、生
产、技术等各方面的管理要素
全覆盖；纵向搭建并打通监管
部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及其他参建单位的相关
管理平台和信息链。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加入志愿者队伍半年的退休
教师李阿姨从不缺席任何一
次社区活动。“我过去是一名
老师，现在退休了也可以用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为社区居民
提供帮助。”李阿姨经常把这
句话挂在嘴上。

在一个多月前的“情暖金
秋 爱在重阳”活动中，李阿姨
来到社区养老院为老人们表
演精彩的文艺节目，陪他们聊
天、下棋、散步。老人们非常
感动，纷纷表示要向李阿姨学

习，继续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
自己的力量。

宣汉县还有许多像李阿姨
这样的志愿者，在宣汉县委社
会工作部的带领下，为基层社
会治理与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宣汉县委社会工作部办公
室主任程元娟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另外一位
志愿者的故事：“我们有一位年
轻社工小张，他原本是普通的
社区志愿者。但通过自身的努
力和学习，成功获得了社工证
书。如今，他已成为我们专业
社工志愿服务队伍中的佼佼
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

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程元娟看来，宣汉县有

着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在 6
月 15 日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证书考试中，当地有 780
余人报名参与，其中 130 人成
功通过考试，取得了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证书。

这 些 取 得 资 格 证 书 的 社
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到社区、
学校、养老院等地，了解群众
的实际需求，并策划开展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活
动。如“社工千里行 服务进
万家”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
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家政服

务等多元化服务；“情暖学子 
携 手 圆 梦 ”活 动 助 力 高 考 学
子，提供各种学习辅导、心理
关爱和物资资助。这些活动
不仅赢得群众的广泛赞誉，更
让志愿服务成为宣汉县的一
张亮丽名片。

近几年，宣汉县加大对阵
地建设方面的投入。定期对
县社工总站及多个社区开展
深入调研，摸排社区闲置资产
状况及已建成阵地（站点）的
运行情况。

为何如此重视阵地建设？
程元娟解释，阵地作为志愿服
务活动的载体，是传播文明、

弘扬新风的关键平台。“所以，
我们积极推动阵地实体化运
行，完善站点布局，精心打造
了一系列志愿服务阵地。如
宣汉县志愿服务中心、社工总
站等，这些阵地为志愿服务活
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 来 怎 么 做 ？ 程 元 娟 介
绍 ，宣 汉 县 已 与 四 川 省 万 源
市、重庆市城口县共同签署了
志愿服务联盟框架协议。三
方在志愿服务人才培养、大型
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志愿服务
新模式研究等多个层面开展
合 作 ，共 同 推 动 志 愿 服 务 事
业蓬勃发展。

四川省宣汉县四川省宣汉县：：

多措并举推动基层治理与志愿服务双提升多措并举推动基层治理与志愿服务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