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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数据，每一个都在实时更
新：景区人流量 1965 人次、车流量 416
次、在住旅客 1038 人、水库水位 32.03
米⋯⋯走进德清县公安局莫干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我们一下就被这里的一张
大屏所吸引。

这是莫干派出所今年 3 月创新上线
的“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也是德清县
公安局构建数字化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的一次探索。

坐在指挥室内面对屏幕，值班民警
点点鼠标，就能看到镇里的治安状况。
如果出现突发事件或安全隐患，平台会
第一时间预警，通知民警在两分钟内出
警，所有事件处置的分派、处理、反馈、跟
踪等都全流程在线可见。

不久前，我们来到莫干派出所，跟随
民警体验一把如何操作这个“聪明大
脑”，看看在其精准指挥下，基层警务和
社会治理如何打通“末梢神经”，实现从
传统治理方式向“数智”治理新模式
转变。

基层治理触角
怎样更灵敏

“我要去一家民宿回访，你们可以跟
我去看看。”在莫干山镇劳岭村村委办公
楼，网格员朱文超招呼我们一同前往。

朱文超打开手机上的“掌上基层·德
清”应用软件，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前
两天我去村里检查环境卫生时，发现村
道旁的污水管破了，污水直接流到了马
路上，上报后镇里的相关职能部门赶去
处理了，今天我们过去看一下情况怎么
样了。”

到达现场后，我们在朱文超的带领
下，找到了修复好的污水管。大家反复
检查，确定污水管已经没有破漏。随后，
朱文超用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再一次
上传。

“应用软件连通‘数字治理一张图’
平台，我上传的照片，在莫干派出所的大
屏上就能实时看到。”朱文超说。

等我们赶回派出所，内勤工作人员
康星怡已将这起事件结案归档。朱文
超等所有网格员都是基层社会治理中
发现问题和隐患的触角，而平台让这些
触角变得更加灵敏。他们上报的信息，
经过平台整合、分类、预警，由工作人

员分派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办结。
莫干山镇共有 17 个村，常住居民

3.3 万人，还有大量的游客和外来人员，
可当地派出所却只有 9 名民警、20 余名
辅警。有限的警力，想要全面掌握辖区
情况，就要及时感知镇域的“呼吸”和“脉
搏”，做到精准治理。

“我们不仅搭建了实景三维地图，可
用 AR 视频查看全村公共区域情况，还
将警务网格与全镇的 42 个基层社会治
理网格结合。”莫干派出所所长潘海萍
说，网格内发生的所有事、所有信息都会
汇集到“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上。

“劳岭村与燎原村交界处，一辆游
客的小汽车开进了路边水沟，无法动
弹，急需处理”⋯⋯在朱文超的手机里，
我们看到应用软件的“事件管理”界
面，详细记录着他日常巡逻发现的每一
个问题，已根据事件类型、事件等级等
作了不同备注。在这些事件中，有完成
的，也有正在协同办理的，都需要他本
人一一确定。

景区老大难问题
怎么解

莫干派出所的辖区内有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面积190平方
公里，占德清县域五分之一，山林覆盖率

达 90%以上，还有民宿 800 余家，年接
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面积大、地势复杂、民宿多、游客多、
外来人员多是辖区的鲜明特点，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里的治安特点——
民宿管理工作量大、游客纠纷多、交通事
故多。

如何因地制宜地做好基层警务工
作？潘海萍觉得，必须要做好数字化改
革和基层社会治理融合的文章。

去年4月来到莫干派出所担任所长
后，潘海萍发现，莫干山镇社会治理主要
存在的瓶颈问题是数据支撑不足、分析
研判不准，从而制约了高效预警式的警
务工作开展。

为打造最具安全感的旅游景区，
“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打破信息壁垒，
贯通 21 个相关职能部门、28 大类 2 万
余条数据，以解决过去基础数据分散、
风险问题识别不畅、协同响应能力不足
等问题。

在莫干派出所教导员嵇桑泓的指导
下，我们试着点击平台上的人、车、物信
息，每点一项，都能看到精准的具体数
据。看似方寸之间的数据平台，实则包
罗万象，基础要素的高度聚集，将基层社
会治理这张大网织得更细、更密。

作为旅游景区，莫干山镇车流量大、
交通拥堵、停车难等也是另一个老大难

问题。
在镇里，我们遇到了游客沈先生，一

年前曾来这里旅游的他，这次发现了很
多新变化。

“景区停车一直很难，但在莫干山却
方便得多。”沈先生在来时的“高德地图”
导航中看到，除了原有的景区停车场，还
有不少附近的临时停车场同步出现，连
剩余车位数量、收费多少都一目了然。

据嵇桑泓说，“数字治理一张图”平
台通过与“高德地图”合作，出行人员在
手机导航时，能实时获取山路重点交通
隐患点和事故多发点，并获得城乡公交
路线、在线公交数、可租电瓶车等公共出
行工具提示，提升出行体验。

平台还可显示辖区内车流态势、车
辆平均速度、拥堵程度等，对景区拥堵路
段进行热力图预警，为民警减少隐形
警情。

我们还注意到，一旦有游客在山里
迷路或出现意外，平台连接导航系统后，
会显示一条清晰的救援路线。“游客不熟
悉山里的地形，我们也能及时找到他
们。”施斌是莫干山救援队队长，常常面
对描述不清具体位置的走失游客，救援
难度大，而现在游客可以通过手机一键
报警，救援队就能通过平台与对方的手
机进行关联导航、图片传输，救援医疗更
及时有效。

巡山巡塘
如何快又准

我们跟着高峰村党总支副书记钱斌
在村里走访时，他的手机突然“叮咚”
一声。

他马上掏出手机，点开“智能天眼”
平台。我们好奇地凑过去一看，上面是
一条弹出的预警信息：“高峰村一处林区
出现升烟，请尽快到现场处理。”大家一
刻不敢耽搁，马上赶往现场核实。

我们了解到，该情况由无人机捕捉
发现，在“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上预警
后，立即推送到了钱斌、网格员以及民警
的手机上。收到信息后，大家迅速赶到
现场核实情况，原来是有村民在焚烧玉
米秸秆。对村民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灭
掉火星后，大家才将信息从“待办”更新
为“已办”。

高峰村共有8500余亩集体山林，装
有东南西北4个烟感报警系统并连通到
平台。想起这件事情，钱斌依然心有余
悸：“以前我们都靠人力巡查，不但费时、
费力，效率不高，也容易遗漏细节。”

镇里有93座山塘水库，防汛也一直
是莫干派出所的重要职责之一。

莫干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主任、民警
陆佳豪一边展示一边向我们介绍，利用
前端感知设备，“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
创新建立了防汛数字算法模型，实时抓
取山塘水库水位数据和照片，一旦超过
水位警戒线就会自动报警，实行“智慧”

监管与守护。
说话间，陆佳豪打开平台，上面显示

今年全镇共发生防火、防汛预警 32 起，
均快速推送、响应，“全辖区有20个火警
监测点、93 个山塘水库监测杆，无论是
林区有疑似烟火，还是山塘水库有洪水，
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自“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上线以
来 ，共 推 送 各 类 风 险 隐 患 诉 求 预 警
6300 余条，协同处置及时率达 100%，
辖区警情下降 28.6%，其中刑事警情下
降 78%，治安警情下降 68.1%，矛盾纠
纷警情下降 30.2%、交通事故警情下降
27.7%，警网协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明
显提升。数据背后，是基层社会治理精
准化、高效能的体现，也是平安莫干的
写照。

灵敏、精准、高效，一处处场景丰富，
一个个功能完善，“一网统管”为基层警
务插上“数智”翅膀，变治理为“智”理。

记者在德清莫干山看基层治理如何创新——

一张图，智治全镇事
本报见习记者 叶锦霞 记者 钱 祎 通讯员 赵学良

叶锦霞叶锦霞

无人机捕捉发现莫干山镇出现一处升烟情况后，在“数字治理一张图”平台上预警。 莫干派出所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记者记者（（左左））与莫与莫
干派出所工作人员干派出所工作人员
一 起 查 看一 起 查 看““ 智 能 天智 能 天
眼眼””平台弹出的报警平台弹出的报警
信息信息。。

本报见习记者本报见习记者
叶锦霞叶锦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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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商品，除了能看到产品展示和
解疑答惑，还能在屏幕前实时看到工厂
环境、生产车间、生产流程，这能否让消
费者下单时更放心呢？当下，江山不少
制造企业改变销售思路，把直播场景搬
到工厂车间、生产线，公司员工化身主
播，做起了车间直播。

近日，我们来到江山市一家生产入
户门的企业探访，看他们如何“玩转”车
间直播。

对 产 品 像 对 自 家
孩子一样了解

“我们一个月直播 10 多场，等下就
有一场车间直播。”当天下午，当我们抵
达位于江山市上余镇的浙江雅帝乐门业
有限公司时，公司营销部区域运营经理
刘琪正在做直播前的准备。他拿出一盒
发蜡，对着镜子抓了抓发型，然后整理好
身上的工作服。

“好了，我们走吧。”不到 2 分钟，刘
琪已整理好仪容，他的同事管军拿上手
机和稳定器，两人轻装上阵。

跟着刘琪和管军，我们来到了他们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精雕车间。“各
位朋友，下午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
公司生产的离合式断桥铝系统门的精
雕环节。我们这个系统门采用的是原
生铝的材质，为了让产品图案更美观，
线条更流畅，我们的精雕工艺是连续运
作⋯⋯”看到管军朝自己打了个“OK”
的手势，刘琪走到一台数控雕铣机旁，
对着管军手持的手机镜头娓娓道来。
管军根据刘琪所介绍的内容，不时调换
拍摄角度。

“怎么证明精雕过程是一直作业没
停过呢？”我们尝试把疑问发在了评论
区。刘琪利用和车间零距离的优势，径
直来到距离这台数控雕铣机两米远的显
示器旁，让网友眼见为实。我们避开直
播镜头，凑近一看，显示器上实时呈现着
数控雕铣机里产品的加工信息：已连续
加工2小时8分钟43秒，完成93%。

“他们对产品，如同对自己家的孩子
一样了解。”听到我们的感叹，随行的江

山市经信局副局长郑杨彬说，这也是当
初选择企业里的销售骨干、生产一线的
技术员等为“工匠主播”培育对象的原因
之一。相比其他带货主播，他们更加了
解自己所在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在直播

中介绍产品更加令人信服。今年，江山
市在木门、消防器材、羽毛球等本地特色
产业中，选拔了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技
术员、工程师、营销骨干等，进行电商主
播技能专业培训。

“有技术”才“敢透明”

车间里，机器发出的声音不绝于耳，
刘琪戴着麦克风，开播后便滔滔不绝。

“一场直播下来，最多时能成交 100 多
单，但有时也可能一单都没成交。”同在
销售部工作的管军边拍摄边告诉我们，
不同于快消品的复购率，入户门属于高
价低频产品。公司做车间直播，更多是
要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向千里之外的客
户和有意愿合作的加盟商直观、真实展
示工厂环境、生产车间、生产流程等，建
立信任，同时为公司1000多家分布在全
国各地的线下专卖店引流。

如何引流？“朋友们，家里需要定制
入户门的，点击我们页面底部的‘小风
车’，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附近的门店
工作人员就会上门服务。”这时，听到刘
琪又叫网友点击“小风车”。管军告诉我
们，这就是其中一种引流方式，“昨天我
们直播离合式入户门，辽宁省朝阳市专

卖店店长在微信上告诉我，为她成功引
来3份订单。”

我们抱着好奇心，点击“小风车”，把
自己的电话和地址私信给了商家。不到
5 分钟，我们就接到了自称是衢州新凤
朝市场雅帝乐专卖店工作人员的电话，
询问我们需要怎样的入户门，他们上门
提供量身定制。

“企业实现智造，不仅是要生产环节
实现智能化，销售环节也可以利用互联
网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在郑杨彬看来，
车间直播是帮助企业实现“拓圈”销售的
可行方式。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车间直播，不
仅增加了 300 多万元的销售额，也为企
业带来了 20 个加盟商。”一旁的雅帝乐
市场支持部经理夏磊表示，“有技术，上
直播，敢透明”，车间直播已成为企业展
现 智 能 制 造 和 数 字 化 应 用 场 景 的 新
舞台。

让网友当“云监工”

“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去总装车
间。”在精雕车间直播了近半个小时，刘
琪和管军又把直播阵地移到公司的总装
车间。

偌大的总装车间由组装、质检、打包
等区域组成。一扇门生产出来后，还要
经过工人模拟安装调试，再由质检人员
一一把关，最后才被打包送到消费者
手上。

“王师傅，为什么门还要经过现场模
拟组装？”在总装车间，刘琪不再是自己
一个人自播自说，他不时地同现场车间
工人互动，由他们来讲解正在做什么、如
何做，让网友在线围观当“云监工”。

“门只有组装过才能知道，它的开启
和外观是否存有问题。”被提问的王师傅
并没有停下手上的活。看到他“吱”一声
就轻松地把铰链螺丝安装好了，我们在
师傅的允许下，拿过他的电钻，想要尝试
安装，结果这螺丝好像跟我们作对似的，
就是不能贴合地进入相应的孔中。看着
我们“败下阵来”，王师傅安慰道，他们组
装工人至少在车间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

验，再跟组装老师傅学习，等出师了才会
被调到这个岗位。如今，他一天要组装
100 多扇门，组装时要看门的上下缝隙
是否适当、配件是否缺失，门面是否有瑕
疵等。“我组装完了，还会有专业人员来
质检，质检通不过就会被返工。”

此时，管军也把大多数镜头聚焦在
现场模拟安装和质检环节。网友在直播
页面可以清晰看到，王师傅安装完这扇
门后，一名质检人员拿着一张二维码扫
取信息，一一进行核验。我们看到，这扇
门被亮起了绿灯。“质检通过了。”管军告
诉我们，绿灯表示质检合格，随即这扇门
就会被送往包装环节。

跟着直播镜头，我们又来到了打包
区域，一扇扇质检合格的门整齐排列在
一侧。而每扇门都会附带一张标签，上
面不仅标注着产品编号、款式和门型等
信息，还印上了报工码和入库码。夏磊
打开手机登录他们公司的内部管理系
统，扫了一张报工码，相应的门经过哪几
道工序、分别由哪些工人负责等信息全
都一目了然。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每扇门也拥有
一张自己的信息标签。”夏磊补充道，“车
间直播把消费者‘请’进生产环节，打破
传统线下时空限制，让监工、验货可以一
步完成，产品成交率也得到提升。”

线下生产，线上推介。“目前江山市
已经培育了 150 多名工匠主播，近 50 家
企业通过车间直播实现了‘拓圈’销售。”
江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严方森介绍，江山
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前不久获评省级基
地和省电商产业示范
基地，平台资源更丰
富，接下来，商务部门
会着力推进车间直播
与一二三产业的深度
融合。

记者跟着江山销售员当主播——

一块屏，车间变身直播间
本报记者 梅玲玲 钱洁瑗 市委报道组 程 伟 蒋 君

记者跟着江山销售员当主播——

一块屏，车间变身直播间
本报记者 梅玲玲 钱洁瑗 市委报道组 程 伟 蒋 君

梅玲玲 钱洁瑗

员工在直播，记者在一旁观看直播页面里的网友评论。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在浙江雅帝乐门业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常常走进直播镜头。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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