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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月5日电 记者
5日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
悉，国内首个全息数字电网在江苏建
成，通过融合北斗通信、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提升电网智慧
运检水平，推动我国电力系统加速转
型升级。

据介绍，该虚拟电网覆盖10万公
里架空输电线路、28万基输电杆塔及
相关地形地貌等数据，是国内首次对
亿千瓦级负荷大电网进行三维立体还
原和数字化全景呈现，定位精度达到

厘米级。
项目实施单位江苏方天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海波说，全息数
字电网相当于给整个江苏电网装上

“千里眼”，能让巡检人员足不出户便
掌握现场工况，完成每一基杆塔巡检
仅需约6分钟，效率比传统人工巡检
提高近6倍。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设备部
副主任吴强介绍，在该数字电网下，通
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精确识别，可及
时发现指甲盖大小的螺帽裂纹等缺

陷。同时，数字电网可高度仿真并预
测台风、覆冰等极端情况下的电网运
行环境，为细化防灾减灾、灾后恢复预
案措施提供参考。

“全息数字电网的建成，可将电网
故障处置时间缩短约10％，大幅提升
用电高峰期电网安全可靠性。”吴强
说，全息数字电网作为我国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的重要试点，有助于推动电
力系统加速转型升级，为我国乃至全
世界通过数字技术提升电网安全运行
水平贡献新方案。

我国首个全息数字电网在江苏建成

全面提升电网智慧运检水平

本报讯 困难群众温暖过冬过节，
是党委政府最大的牵挂。1月5日上午，
我市举行2023年春节“送温暖、献爱心”
慈善救助金发放仪式，送上市委市政府
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怀。市领导杜小
刚、赵建军、曹佳中、毛加弘，市慈善总会
会长朱民阳出席发放仪式。副市长卢敏
主持。

当天上午，无锡博物院大厅涌动着
暖流。受助群众代表从市领导手中接过
承载着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爱的慈善
救助金。今年我市切实提高救助精准
性、有效性，向有恶性肿瘤、尿毒症等重

病患者的困难家庭，有重度慢性病或门
诊特殊病种患者的困难家庭，重病支出
型困难的家庭及身患重病或生活困难的
特殊群体，发放慈善救助金，把善款用于
真正有需要的困难人群。

每年一度的春节“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是我市自1998年开始坚持至今的
一项慈善品牌活动，发放资金来自于慈
善“一日捐”善款。在各界的积极响应和
广泛参与下，2022年慈善“一日捐”活动
共筹集善款3088.16万元，这些款项将
主要用于春节“送温暖、献爱心”等扶贫
帮困慈善救助项目，实实在在帮助困难

群众排忧解难。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始

终是党和政府的为民宗旨。近年来，市
慈善总会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慈
善+信托”“慈善+基金”“慈善+网络”

“慈善+财富管理”等慈善捐赠新模式，
2022年共完成3单慈善信托，实现慈善
信托零的突破，总规模超9000万元；开
发建设省内首个以城市为单位的网络公
益平台——“无锡善捐”网，形成项目驱
动、科技创新、社会众筹、人人参与的全
员募捐机制，全年网络募款总计达3700
余万元，在全省名列前茅。去年全年募

集慈善资金1.01亿元，新增认捐慈善爱
心基金1.1亿元，首次双超一个亿，实现
新跨越。

爱心善行暖民心！市慈善总会认真
贯彻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找准和满
足困难群体不断变化的慈善需求，积极
创新救助形式，精心设计救助项目，打造
形成“心手相连·锡沪慈善双诊行”系列
服务活动、促进残疾人家门口就业的“慈
善幸福快车”项目、环卫爱心驿站项目、
慈善助学项目等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品
牌项目，让无锡这座城市更具温度。

（高美梅）

我市举行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救助金发放活动
杜小刚赵建军出席

本报讯 1月5日下午，市委书记杜小刚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2023年—2025
年快速化道路建设计划汇报，部署安排重点
任务。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部
署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牢牢把握政策窗口期机遇期，锚定目标、
紧盯节点，集中力量、集聚要素，大踏步推进
城市快速路网建设，为无锡现代化建设“强筋
健骨”。副市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关于无锡市区快速路网规划情
况、关于无锡市区道路快速化建设三年计划
（2023年—2025年）和2023年建设计划，以
及关于苏锡常、锡澄宜一体化道路建设三年
计划及2023年建设计划，江阴市、宜兴市关
于道路快速化建设三年计划（2023年—2025
年）和2023年建设计划等汇报。

快速路网是一座城市的“筋骨”。本轮快
速路网规划以构建“客货分线组织”的路网格
局为核心，规划形成“两环十四射三联”的路
网总体结构，快速路总规模达到408公里。
目前已实施的无锡市区快速路总规模142公
里，其中已建104公里，在建38公里。下阶
段，我市将着力推进快速中环系统、锡澄快速
通道、苏锡快速通道、枢纽集运体系、新老城
间通道等建设，加快构筑城市“筋骨”。

杜小刚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各
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说，城市快速
路网是方便群众出行的重要工程，更是城市
发展的“助推器”。构建城市快速路网体系，
是无锡适应新发展阶段、提升城市能级、提高
区域辐射力带动力的战略之举。要充分认识
建设城市快速路网对于无锡发展的全局意
义，围绕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更高
水平规划建设、更大力度攻坚突破，进一步拉
开城市“骨架”、疏通城市“筋骨”、提升城市

“品质”，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杜小刚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要强化规划引领。突出长远考量、辐射带
动、科学务实，坚持规划先行，做好路网规划
与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衔接，处理好与
功能区的关系，科学合理统筹谋划快速路网
沿线产业布局，做好融合文章，充分利用、释
放好交通红利，实现效益最大化最优化。二
要咬住目标节点。加快完善前期工作，聚焦
土地征收、管道迁改、路网贯通等问题强攻
坚、破瓶颈，不断优化路网布局、功能，新建主
货运廊道，（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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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蠡湖社区的蒋老伯
只要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金水路公
交703路增设的停靠点，搭乘703
路直达崇安寺“白相”去，从他走进
代表“家站点”反映小区居民出行不
便到问题解决仅用了2个月；前洲
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内，值班代表轻
轻点击屏幕，居民“点单”情况一目
了然，依托“家站点”数字平台，人大
前洲街道工委2022年收集反馈意
见建议53条，督办解决问题50个，
满意率超99%。

建好“家站点”，架好“连心
桥”。本届以来，全市各级人大已完

成提档升级人大代表“家站点”
1049个，其中市（县）区级人大代表
之家4个，镇（街道）级人大代表之
家73个，村（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766个，人大代表联系点206个，代
表“家站点”功能日益完备，老百姓
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家
门口。

解民忧
“家站点”提质增效

人民的意见建议是人大履职的
“源头活水”。（下转第2版）

建好“家站点”
架好“连心桥”

市人大常委会精心描绘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生动画卷”

2022年，广大市政协委员、市
政协各参加单位、各专门委员会和
各委员联系小组，紧扣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积极运用提案履职，全年
共提交提案 412 件，经审查立案
357件，立案率86.7%，立案提案分
送95家单位和部门办理，目前所有
立案提案均已办结，提案中的诸多
意见建议得到充分采纳。

突出党建引领，发挥示范效
应。市政协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提
案履职全过程，确保人民政协事业
正确发展方向。市委书记、市长分
别领办“关于加快完善重大疫情的

预警与防控机制”“适应‘双碳’新赛
道，更加坚定不移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两件重点提案，并召开提案督
办协商座谈会，听取委员意见建议，
对办好提案提出明确要求。市委常
委、副市长和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联合督办重点提案12件，批办重点
重要提案94件，协调解决提案反映
的问题，积极吸纳提案建议。市政
府常务会议集中交办提案，年终专
门听取提案办理情况。市政协党组
注重提案工作在政协工作中的基础
性、经常性、全局性定位，经常听取
汇报和研究部署工作。（下转第2版）

选题对焦更精准
协商督办更扎实

市政协提案工作呈现新亮点取得新成效

首辆“移动医疗服务车”到基层

“一站式诊疗”进社区。5日下午
临近5点，瑞金医院无锡分院副院长
邓漾带着3人小分队，随全市首辆“移
动医疗服务车”来到新吴区星光嘉苑
小区广场，刚摆开咨询桌，居民周凤
仙就上前咨询起来。

见完医生，周凤仙和记者分享了
感受：“服务车来到小区，医生专家当
面解答，还提供平价药品，真是方便贴
心。”0.78元一袋的布洛芬，她买了2
袋，“备着以防不时之需。”接着，几名
刚下班的居民看到服务车，都过来排
队“问诊”。这辆“移动医疗服务车”是
由公交车改造而来，兼具“移动疫苗接
种车”功能，车厢内配有体温计、血压
计、血糖仪、脉氧仪等常用医疗设备以
及退热、止咳、抗病毒等治疗药物。

从1月1日起，把发热门诊等诊
疗服务端口前移，新吴区与瑞金医院
无锡分院联手推出“移动医疗服务

车”，把百姓急需的便捷服务，每天由
资深医护人员组成的小分队送到社
区、广场等。“5天时间，在10多个地
方，共为近500名百姓提供咨询诊疗
服务。”医院社工部负责人张乐乐说，
同时医院还派出另一支小分队，进村
入户进行重点人群筛查，为病患提供
营养咨询、排痰指导等，有行动不便
的老人听说服务车来到小区，在别人
帮助下坐着轮椅前来咨询。“虽然常
常因为说话多导致嗓子嘶哑，但看到
百姓热切的目光，觉得再累也值得。”
邓漾说。

服务车还与区内各医疗机构、诊
疗服务站形成救治合力，打造医防融
合新途径。据悉，市卫生健康委正积
极引导大医院通过技术输出和指导
等举措，让基层医疗机构除了配备设
备、药物，同时提升相应医疗技术，因
地制宜保障市民的就医需求。

全市570个“氧疗站”上线

家门口有了“氧疗站”——从5日
开始，全市共有570个吸氧点启用。
在滨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

首批18个“氧疗站”，各氧疗站均配备
了充足的制氧机和氧气瓶，可同时满
足近百名患者的吸氧需求。“这里环
境不错，能吸氧、能输液，药品配备也
很充足，跟大医院没什么区别。”5日
下午，78岁的董自花刚刚从江大附院
转院至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入住该中心病房后，医护人
员立即悉心地为她戴上吸氧设备，接
下来的几天她将在这里度过康复
期。患有多年“老慢支”的赵女士也
在吸氧，她家住雪浪社区仙河苑二
期，从家步行10分钟就可以来到该中
心，免去了去大医院的烦恼。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吸氧区域
的环境宽敞明亮、通风良好、温度适
宜、干净整洁。据雪浪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氧疗站
最多可供10人同时吸氧，针对有的老
人不能长时间以坐姿方式吸氧的情
况，中心还将提供卧姿吸氧的方式。
同时氧疗站内还专门配备了一位医
护人员，（下转第3版）

锡城各级医疗资源“动”起来、“沉”下去

贴心医疗服务来到百姓“家门口”
全市首辆“移动医疗服务车”上路，全市首批“氧疗站”上线，配小分

子药不必去挤大医院……近日，锡城各级全力以赴，医疗资源“动”起
来、“沉”下去，医护人员带着医药服务进村串巷，尤其对各特殊群体实
行二级以上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社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管理的三级
联动诊疗体系，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全市快速推动实施的分级
分类医疗救治保障体系，让百姓在家门口就‘有人管、有人治’，并能享
受同等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无锡“飞地”架桥大湾
区》《无锡为港澳青年创业圆梦》《布局
深圳专注“智造”，惠山携手大湾区产业
协同发展》……随着2022粤港澳大湾
区主流媒体看无锡活动顺利收官，一篇
篇精彩报道登上了《香港商报》、《澳门
日报》、“南方+”客户端等大湾区主流媒
体，释放源源不绝的“锡引力”。粤港澳
大湾区主流媒体看无锡活动吸引了粤
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代表与新华社、中
国日报、解放日报等30家媒体的40余
位记者参与，他们以“城市推荐官”的身
份见证与宣传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无锡新实践，扩大无锡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朋友圈”。

一张满满当当的行程表记录下这些
“城市推荐官”的无锡足迹。为期5天的
活动中，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到访无
锡雪浪小镇、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
新中心江苏中心，聚焦先进制造如何点
燃数字经济；走进太湖湾信息技术产业
园，探索锡深交流合作织造强力纽带；探
访粤港澳·太湖国际青年人才社区、无锡
市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见证双湾合
作人才动能；欣赏活化利用文保建筑的
典范工程——鹅湖月溪书院、文化产业

强村的标杆示范——宜兴白塔村等，感
受江南水乡气息。记者们“沉浸式”感受
无锡在产业创新、生态宜居、交通枢纽、
山水文旅等方面的强劲脉动，纷纷感叹
无锡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不断集聚优质创
新资源，同时又以创新发展的成效促进
环境改善，形成生产、生活、生态良性互
促的格局。

无锡这座魅力无限、厚植创新沃土
的城市，给来访媒体人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无锡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积极
推动长三角—粤港澳产业创新合作，成
效令人称道。”（下转第3版）

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传递“锡引力”
10项55个民生实事项目

如期完成
▶2版

2023年春运

明日开启
▶3版

导 读

本报讯 1月5日，市长赵建军主持
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全市疫情防控、
经济运行及岁末年初各项重点工作。他
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实施“乙类乙
管”总体方案，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
署要求，以早发现、强统筹、提能力、保救
治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健康，以稳增长、强
信心、护主体、增动能扎实推动经济运行
率先实现整体好转，确保疫情防控平稳
转段，力拼经济运行良好开局，坚决扛起

“走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重大责任。
市领导蒋敏、张镇、秦咏薪、马良、周文
栋、卢敏参加会议并讲了具体意见。

会议听取了市防指办、市卫生健康
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关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特别
是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各板块围绕疫情
防控、全年收官、近期经济工作打算作了
交流。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
和省部署要求，牢牢把握疫情防控转入
新阶段的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扎实打
好保健康、防重症、护稳定主动仗，确保
转段过渡平稳。要提升重症救治能力，
以床位、力量和分流为核心，紧盯医院及
120急救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脆弱
群体动态服务保障“救治链条”，融合急

诊收治与跨科收治，全面提升医院接诊
和救治能力，抢抓窗口期做实做优“四诊
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脆弱群体落
实家庭医生、基层干部、社区网格员“3包
1”监测制度，全力以赴防重症、防病亡。
要加强农村疫情防控，聚焦返乡人员及

“一老一幼”等群体，强化健康防护知识
和减少集聚性活动宣传引导，细致做好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药物、检测和救治力
量准备，畅通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机
制，尽最大努力压低和延缓农村疫情高
峰。要压实重点场所四方责任，落实养
老院、社会福利院等机构“两承包一进

驻”要求，扎实做好健康监测、值班值守、
督查指导、应急处置等工作，做到重症人
员及时发现、及时转出、及时诊疗。要多
方发力强化药械保供，发挥医疗机构、市
防指药械工作专班和属地作用，加大小分
子药、呼吸机、高流量吸氧仪、血氧仪、氧
气等采购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医疗机构和
群众需求。要稳妥有序做好政策衔接，及
时跟踪国家和省最新政策，密切关注发热
门诊量、120急救呼叫量、危重症人员数
量、12345热线群众涉疫诉求量等加强疫
情分析研判，适时调整优化出入境人员、
重点机构等管理措施，（下转第2版）

市政府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

紧盯保健康防重症确保平稳转段
聚力稳增长促发展力拼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