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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明洁

本报讯 “您好，我们是无锡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综合市级试点的调查员。”6日上午，锡山
区东亭街道春星社区春合苑里，一群手持电子设
备的“红马甲”敲开了居民家的门。今年11月1
日零时，我国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
无锡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的决定，在普查全面开始
之前，先在春星社区进行人口普查的综合试点工
作，并于昨天正式启动。

据了解，普查试点是对普查实施方案、工作流
程等的检验和测试。春星社区人口密度大、外来
人员流动性强，无论是从采样情况还是资料信息
化程度都较具代表性。此次纳入试点范围的春合
苑有11幢楼栋，规模约350户、255个车库、1200
人。调查对象为不包括现役军人和武警的试点区
域全部人口。昨日上午，记者跟随两名调查员，来
到春合苑内的吴先生家开始入户摸底登记体验。
在作出保密承诺后，调查员通过手机登录全国人
口普查系统，询问住户的基本情况，录入系统。不
到十分钟的时间，摸底和登记工作完成，吴先生有
点意外：“还挺快的！”

身份证是外地的，但是住所在无锡，人口普
查算哪边人？今年，随着大数据、大互联的广泛
应用，这类难题可以更好解决。据无锡市统计
局副局长、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杨晋超介绍，
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今年无
锡共投入了 40000 名普查员。人口迁移导致

“人户分离”带来的统计难度历来是人口普查的
难点，而今年用 PAD、手机代替了纸张和笔进
行数据采集，增加了居民身份证号码比对，可以
更好解决这一难题。现场采集实时上报，不仅
效率有保障，且采集数据直接上传云端服务器，
调查员手机中没有数据痕迹，住户隐私有保
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将入户摸底结果与大数
据分析结果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比对，可以
防止出现连片的错报、漏报以及重复上报，提高
了对普查数据的监控能力。比较棘手的住院分
娩、死亡人口资料等核查比对，都能在普查中通
过大数据完成。

据了解，经过这几日的摸底登记后，6月13日
—14日将开展短表登记和长表抽样。市级综合试
点登记的标准时间为6月11日零时，市（县）、区级
综合试点的标准时间为7月1日零时。 （周洲）

我市启动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综合市级试点

大数据分析解决
错、漏、重复报

本报讯 室外阳光明媚、蓝天白云、
微风拂面，怎么偏偏是个“轻度污染”天？
专业人士回复：主要是“隐形杀手”臭氧污
染导致，而精准捕捉企业“跑冒滴漏”的挥
发性有机物，能有效削减臭氧污染。昨
天，市生态环境局邀请12名臭氧治理专
家上门走访滨湖区、经开区的多家重点帮
扶企业，排查现场的一些小细节后，专家
组开出“处方”：治挥发设备虽然都装上
了，但车间废气收集并不完全，千万别让
楼顶通风口变成“排气口”。

眼下，滨湖区臭氧问题最为突出，成
了无锡“臭氧困局”的一个缩影。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人士坦言，去年，滨湖PM2.5
年均浓度在全市率先达到35微克/立方
米的国家二级标准，但臭氧浓度一直居高
不下。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4月，该区
臭氧同比上升了22.3%。截至目前，我市
臭氧浓度异常攀升，指标排名在全省垫
底，浓度徘徊在145—163微克/立方米，
臭氧已超标10多天，比去年同期多2天，

臭氧已是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罪魁祸
首”。

臭氧到底来自哪里？此次专家组专
家曹余庆说，臭氧污染的主要前体物是
VOCs和氮氧化物。我市目前臭氧污染
属于VOCs主导型。喷漆、涂装、化工等
行业使用的溶剂排放出的芳香烃等
VOCs活性物质，对臭氧污染有较大“贡
献”，“揪出”企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盲
点”正是专家组此次帮扶的重点。

专家手持VOCs快速检测仪在生产
车间“扫”一圈，监测数据立马“跳”了出
来：挥发性有机物严重超标。在无锡市
方成彩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陈剑等专
家面色严肃，仔细查看该企业的VOCs
物料台账，拿出“诊断清单”一一比对。
细细“把脉”后，专家组发现企业的共性
问题，“这些VOCs‘排放大户’都早已安
装治气设备，但车间还存在有机废气收
集不完全的情况，‘跑冒滴漏’的废气无
组织排出。”专家组提醒企业：千万别让

楼 顶 通 风 口
变成“排气口”，应
提高废气收集效率来减排。

今年是“蓝天保卫战”的收官之年，要
实现PM2.5和臭氧“双控双减”，治理二者
的前体物VOCs成了关键战役。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我市VOCs治理
已完成不少项目，但尚未能遏制臭氧上升
趋势，他呼吁相关部门和工业企业联手，

“堵”住无组织排放的漏洞，让百姓拥抱更多
“无锡蓝”。 （马雪梅 图文报道）

专家进企业扫盲点开“处方”

揪出臭氧排放“跑冒滴漏”

本报讯 共商一体化大计，共谋高质量发
展。6月6日上午，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
论坛、长三角一体化（网上）创新成果展在浙江湖
州举行。论坛期间，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启动成
立。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作为江
苏企业家代表应邀参会，并当选长三角企业家联
盟副主席。

周海江说，红豆集团身在长三角地区，既是长
三角一体化的受益者、分享者，也是参与者、建设
者，红豆“八方共赢”发展理念与长三角一体化目
标高度契合。未来，红豆将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坚持打造“三自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品
牌、自主资本），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共
商共建、共享共赢，乘风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浪
潮，不断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建
设贡献红豆一份力量。

据悉，本次论坛主题为“战疫一盘棋，夺取双
胜利”。长三角企业家联盟由长三角地区重点产
业、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和相关行业商会协会的
主要负责人组成，是跨地域、跨所有制的非营利性
组织。联盟致力于搭建长三角企业家与党委政
府、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平台，促进政企高效沟通；
围绕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有效合
作；搭建长三角企业协同创新的平台，促进科技
协同创新；引导长三角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围绕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
机制创新、产业创新等课题建言咨政，着力打造
成为企业家参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一体
化建言献策的重要智囊和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
重要载体。 （文华）

周海江当选长三角
企业家联盟副主席

昨天，工人在内环广石路段高架下安装大口
径落水管。夏季来临，为防止突然而至的暴雨造
成排水不畅影响车辆在高架路面上通行，市政部
门启动大口径落水管道的安装，确保特殊天气里
高架道路通行安全。 （刘芳辉 摄）

疫情后，医联体怎么联 更给力？
联盟单位还需打通管理机制、医保政策、信息共享三个环节

6月6日和7日，市人民医院眼科16位专家走进医联体联盟区域新吴区，两天为附近百姓和社区医生上了14堂常
见眼病的健康科普讲座。随着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阶段，医院和政府再次“携手”，把优质医疗资源带到百姓家门口。

疫情下，百姓去大医院看病常常“望而却步”，而医联体模式恰恰可以弥补特殊时期的就医难题。在抗击疫情这场
全民战疫中，以上下联动、统筹协调为特点的医联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疫情时代，医联体该怎么“联”？记者连日来
采访发现，锡城的医疗界正在积极探索，进一步加强医联体的广度、深度和紧密度，构建起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
系，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

广联动
——“全科+特色专科”医联

体，提供精准化服务

5月15日起，市二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许红和骨科主任医师陶波的工作地
点，从二院改到了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原来，二院和江海中心签约了新一
轮医联体合作协议，他俩成为长期驻点的
专家，之后半年时间，他们不仅天天要坐诊
社区门诊看病，还要到医联体病房查房，解
决疑难病例。

今年是市二院和江海中心成立医联体
的第5年。5年来，从派专家下基层坐诊，到
开出联合病房、药房，再到派医生常驻基层
提供同质化服务，二院-江海医联体见证了
无锡医联体一步步走过的历程。如今疫情
防控为医联体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我们
致力于打造‘全科+特色专科’医联体服务新
模式，精准化为社区居民解决问题。”江海中
心副主任沈涛说，由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性，
社区居民对大医院有着“敬畏”之心，因此希
望能在家门口不仅解决小毛小病，还能得到
精准化服务。康复是江海中心的特色，二院
骨科、神经内科大专家长期驻扎社区后，一
方面技术帮扶，把关疑难问题；另一方面打
通上下转诊通道，实现手术在大医院、康复
在社区，为肢体外伤、骨伤、脑血管病等病人
提供无缝对接的优质医疗服务。

急百姓所急，上下医院纷纷“组团”医
联体，为百姓精准就医提供便利。今年以

来，市九院和宜兴屺亭医院签约成为医联
体，把“王牌”专科手外科输出到宜兴，派出
医护专家长期驻扎宜兴带去断指接指、再
造游离皮瓣、修复四肢创伤等先进技术。
5月初，官林镇居民吴师傅工作中不小心
夹断了手指，“以前要赶1个多小时到无锡
手术，现在在家门口就把手指接上了，而且
医疗费用也低。”今年至今，宜兴屺亭医院
手术量达120余台，同比增长30%。

深联接
——互联网+医疗，减少奔波

降低聚集风险

市八院在梁溪区构建的影像医联体今
年也扩容了，从1月1日起，社区联盟单位
从3家增加到9家，覆盖梁溪区约一半的
社卫中心。6月2日上午，短短半个小时
内，八院影像科医生就为社区提供影像读
片诊断24次。

疫情发生之后，互联网+医疗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百姓的就医习惯，原本要到
大医院找专家咨询看病的需求，如今通过
网络就能满足，大大方便了患者。不久前，
69岁的社区居民王大鸣因觉得浑身乏力，
到迎龙街道社卫中心就诊，但他并没有发
热、咳嗽症状，后在社区医生建议下拍了X
光片，传到影像医联体平台上，八院影像科
医生王佳一看片子，左肺有大片阴影，并伴
胸腔积液，立即诊断：重症肺炎。“幸亏能远
程读片，不然我可能拖着不高兴去大医院
看病，拖出大病来也不知道。”王老伯对影

像医联体的利好称赞不已。
减少患者奔波医院，降低聚集风险，影

像医联体的优势在疫情期间得到充分显
现。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八院影像医
联体平均每个月读片诊断400多人次。接
下来，八院还将为基层医疗乃至民营医疗
机构提供CT医联体服务，相比三级大医
院的拥挤，这里CT检查最长预约半天即
可完成，1个小时就能出报告。

早在两年前，市人民医院和新吴区就
签约成立我市首个“院府合作”紧密型医
联体，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市人民医院在新安、旺庄、梅村等社区开
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立体化防治试点，居
民只要到社区进行眼底检查拍摄眼底照
片，由社区医生通过医联体信息系统登录
糖网筛查界面，将患者眼底照片上传，市
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在线就能对这些图片
进行远程会诊，筛查出有问题的患者。市
人民医院有关人士表示，今后将逐步把糖
网病防治模式推广覆盖到新吴区其他社
区中心。

紧密合
——发挥出奇效，医联体还需

打通三个环节

“此次疫情对于卫生健康体系而言，是
一次大考。”采访中，医界专家一致认为，不
管是医疗物资的供应储备，还是应急医疗
的病患承载，医联体在这些方面都能发挥
优势作用。市二院医务处副主任赵新说，

疫情发生后，该院与江海中心第一时间建
立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专家指导、远程培
训、远程会诊等形式，指导社区疫情防控。
同时还建立起医联体内部防护物资共享机
制，动态调拨各类防护物资支援社区，为社
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总之，医
联体有利于形成上下合力，统筹调配公共
卫生和医疗救治资源，共同应对突发疫情
的来袭，以及疫情防控的持久之战。”

业内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要让医联
体发挥出奇效，还需打通三个环节，让联盟
单位联得更紧密。第一个是行政管理架构
上下贯通，只有打破行政管理机制约束，才
能开展医院之间的医疗协作和完整的医疗
配合。一位社区卫生中心主任坦言，大医
院和社区医院主管部门不同，利益主体不
同，牵涉到人事、编制、收入分配等多方面
的利益，导致医联体各单位很难完全步调
一致，劲往一处使。

第二个是打通医保政策环节，医联体
的有效程度与医联体内的医保结算支持政
策直接相关。以江海中心为例，医保部门
特批了一条医保专线，市二院专家能直接
在社区医生平台上开单开药、挂号结算，这
样一来，不但患者能以更便宜的医疗费用
享受大医院优质服务，也保障了两家合作
单位各自的利益。但这一模式至今还没有
复制到其他医联体中。

医联体的深入推进还需打通第三个环
节——实现区域内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
从而实现预约诊疗、网上复诊、远程会诊、
配送药等便捷服务，而这需要更多资金和
人才投入。

安装大口径落水管
确保高架排水通畅

本报讯 近日，梁溪区出台新政——凡
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申报单位，在
享受市级各项优惠措施和奖励的基础上，区
政府将给予企业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今年前5个月，梁溪区100余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抗风险和盈利能力明显强于一般
企业，而贷款等一些扶持政策更偏向于高新
技术企业。不少处于初创阶段的创新型企
业在疫情之后，更加坚定了早日成长为高新
技术企业的决心。

为此，梁溪区科技局邀请省内专家举办
“如何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题培训，吸引
了150家创新型企业参会，现场出现了一座
难求的景象。一位在扬名工业园从事传感
器研发的企业负责人表示：“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最直接的好处是税收减免和各种
奖励补贴，比如企业所得税从原先25%减
为15%。高新技术企业是企业发展路上的
一个必备资质，也是国字号证书里相对亲民
且知名度、认可度最高的一种。”

培训现场还吸引了几家今年或明年资
质将失效的高企前来参训。梁溪区科技局
局长程宏庆说：“高新技术企业是一个难得

的国家级的资质认证。如果企业能抓住这
个重大契机，就可以实现融资，从而获得更
快、更好的发展。如我省对拟在科创板上市
的高新技术企业，将根据上市阶段给予总额
300万元以内的资金补助。所以，高企这顶

‘高帽子’无论如何不能丢。”
去年，梁溪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幅在我市

各板块中名列前茅，今年的目标是“增幅力争
第一”。为此，区科技局以“线上＋线下”的模
式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做好指导服务。春节后，
相关科室就创新服务模式，以“云培育”方式帮
助企业对接资源、完善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规
划管理、全面了解和掌握申报工作要求和申报
流程；在实际申报阶段，专家讲解和专职人员
个性化辅导，让企业少走弯路，避免申报材料
中的差错及疏漏，尽可能提高申报成功率。区
科技局同时与服务机构及科研院所建立合作
关系，共同引导企业增强创新发展能力，促进
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梁溪区还修改了高企申报成功的奖励
政策，以往发放的一次性奖励要与企业前一
年度的缴税情况挂钩，今年取消了附加条
件，改为直接发放。 （卢易）

梁溪区出台新政

首次认定为高企 奖励二十万元上接第1版>>>研制智能制造装备。“尤其鼓励
无锡地产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高端
装备产业集群。”据了解，到2022年，智能制造
关键装备、核心部件将形成一批突破，省级首
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将新增45项。

强化支撑服务，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码

相关人士表示，经过多年智能化培育，
我市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智能制造企业、
车间，支撑服务显得尤为重要，“要让这些智
能工厂在行业级、城市级的产业智能大脑中
运转。”此次出台的“行动计划”指出，实施工

业互联网发展工程，鼓励重点企业建设面向
自身及行业的“5G+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
一批重点平台，丰富完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
态供给资源池。

根据“行动计划”，接下来，要加快5G应
用由碎片化向深层次延伸，加快推进企业业
务上云，推进通用性强、优化价值高的产品和
设备上云，让智能制造“群落”实现资源的流
动。为此，“行动计划”中明确进一步完善支
撑服务，“每年滚动培育各具特色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10个，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工业APP，智能制造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到
2022年，培育省智能制造领军服务机构15
家。” （高飞）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码

上接第1版>>>顾山镇服务业办主任勇达飞
给网友们一一揭秘了红豆村内奇特的千年红
豆树、丰硕紫檀独创的光影木雕技艺和顾山
传统名肴“八大碗”。此外，主持人还带领网
友来到了网红打卡点——满庭芳，在园内闻
花香、走花路、赏花海。

连续两天，每天两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
了近30万网友在线观看。据悉，“锡游记”主
题直播后续还将带领市民开展锡城“深度
游”，推出顾山水果季直播等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活动。

（唐芸芸 文/钦嫣 摄）

5G直播开启“云端”畅游无锡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