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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董雪

“都市嘉园三号楼发生高空抛物。”
当有居民乱扔垃圾、高空抛物时，安徽省
铜陵市的“城市超脑”能立即自动捕捉信
息，并通知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赶往现
场处理。

“乱扔垃圾、高空抛物常引起居民矛
盾，‘城市超脑’依托楼宇外立面监控为
社区安上智能‘眼睛’，不仅能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还能锁定抛物住户。”铜陵市
幸福社区工作人员朱军说，这样的智能
治理场景在铜陵很普遍。

5月 11日，作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
试点市之一，铜陵正式上线支撑经济、社
会和城市全局性智慧化升级的开放式运

营平台——“城市超脑”。这个平台2018
年启动建设，并于2019年11月试运行。

据介绍，铜陵上线的“城市超脑”涵
盖城市管理、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 7大
类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以及视频自动感知技术，提高城市
治理精细化和智慧化水平。

“比如城市管理涉及的事件种类繁
杂，包括商户店外经营、建筑垃圾倾倒、
违规户外广告等，过去只依靠铜官区约
300名工作人员人工巡查，很难及时处
置。现在‘城市超脑’发挥人脸识别、大
数据等技术优势，可以很快发现并解决
问题。”铜陵市铜官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数字化中心负责人周伟切身感受到，

“城市超脑”的运行使得城市治理效率大

幅提升。
数据显示，原先依赖人工巡查时，铜

陵市每起城市管理事件的平均处理时间
为3天至4天，现在仅需1天就能完成。

得益于“城市超脑”，铜陵市还将原
先较为单一的政务类数据进一步扩充为
包括城市管理、民生服务、交通运输、金
融信贷等在内的城市全貌数据，累计接
入57家单位的30.44亿条数据，共享开放
27个数据服务接口，累计发现事件超过
5000起。

“城市大脑”也让社会治理变得更有
温度。铜陵市幸福社区 2.1万人口中约
三成为老人，其中不少是独居、孤寡老
人。

“有时候一天没出门，社工就会上门

来看看。”长年独居的 74岁老人章萍说。
得益于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老人进
出家门的信息被准确捕捉，一旦出现异
常，“城市超脑”便会自动提醒社区人员
关注。

据介绍，铜陵“城市超脑”的本领还
在增加中，交通大脑、智慧教育等细分模
块都在有序推进，应用场景将持续拓
展。同时，“城市超脑”的触角有望延伸
到每位市民，市民发现城市治理问题后
可以拍照上传，进一步扩大“城市超脑”
的感知范围。

“未来，‘城市超脑’或许有机会真正
进化为城市的‘大脑’，让百姓享受到更
多‘数字便利’。”铜陵市大数据中心主任
方永杰说。

“超脑”，让城市更聪明
——一个智慧城市试点市的数字治理见闻

5月12日9时16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
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
行云二号 01/02 星发射升空，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

新华社发（单彪 摄）

行云二号01/02星
发射成功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周
玮）2020年 6月 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届时，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拼
多多、美团、快手、东家等网络平台将联
合举办“非遗购物节”。

据了解，此次“非遗购物节”得到文
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商务部
流通发展司、电子商务司，国务院扶贫
办开发指导司的支持。“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前后，非遗相关单位、企业和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将在各网络平台开展销
售活动。同时，各地也将在确保疫情防
控安全的前提下，在历史文化街区、非
遗老字号等场所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线下“非遗购物节”活动，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融入当代生活，让

人民群众在非遗购物体验中共同参与
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负责人表示，非遗门类众多，涵盖生产
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以传统工艺类非
遗为主的产品，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
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符合当下多样
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的趋势和潮
流。同时，非遗在带动就业方面有着独
特优势，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此
时举办“非遗购物节”，对于帮助广大非
遗传承人群、项目保护单位、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和非遗相关企业克服疫情影
响，推动复工复产，促进社会消费具有
积极意义。

“非遗购物节”将亮相“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董
瑞丰）我国一支科研团队近日发布研究
成果，认为除气候原因外，树木间的竞
争和互利也导致了喜马拉雅山中段树
线爬升速率的变化。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生态格局与过程团队研究员梁尔
源及合作者发布，日前发表于环境科学
与生态学知名刊物《生物地理学期
刊》。这也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的成果之一。

高山树线是树木分布的海拔上限，
往更高处，山上的植被就变成了草甸。
在喜马拉雅山区，连续分布的高山树线
是观察气候变化对高寒生态系统影响
的敏感指示器，其变化速率一直受到国

际生态学界关注。近年来，在气候变暖
背景下，树线位置向高海拔迁移。

基于对喜马拉雅山中段树线的调
查，研究团队发现，树线上升速率不仅
受降水和种间竞争限制，还受种内关系
（即树木间的竞争和互利）影响。随着
降水减少，树木幼苗趋于集群分布，集
群强度与树线爬升速率显著负相关。
树木之间相邻距离越大，爬升速率越
快，反之爬升速率越慢，树线爬升速率
的34.7%由树木集群分布强度决定。

团队负责人表示，进一步研究表
明，温度—降水交互作用影响树木幼苗
集群分布状态，进而调控树线爬升速
率。这是高山树线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的重要理论进展。

追踪喜马拉雅山的树线变化
我国科学家有新发现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董
瑞丰）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承建的大科学装置用高功率高可靠
速调管研制平台项目日前在北京怀柔
正式开工建设。

高功率速调管可提供高能微波，是
高能对撞机、可控热核聚变装置、同步
辐射光源、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散裂中
子源以及子午工程等大科学装置的关
键组成部分。

该项目瞄准上述大科学装置对速
调管的需求，规划形成国内规模最大的
速调管研发基地，研制出系列化高性能
速调管，填补该领域国内空白，并推动
我国大科学装置快速发展。

据介绍，该项目2017年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批复立项，是“十三五”科教基础
设施项目“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协同创新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内容之
一。

大科学装置“补短板”
高功率高可靠速调管研制平台项目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