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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午，普陀
区长征镇新城片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启
用，新城片居民有了家门口的“公共客厅”。片
区中心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及周边企业、社区
的服务资源，围绕居民关注的医疗、用餐、托
养等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是长征镇积极
探索城市化精细管理新模式的最新举措。启
用当天，许多居民慕名而来。在中心社区食堂
用老年卡购买优惠套餐的张阿姨开心地说，
以后有什么问题，出门走几步就可以轻松解
决了。

新城片区中心是按照“普陀区网格化综
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建设”要求，规划建设并
启用的全区首家片区中心，服务区域涵盖长
征镇新城片区东旺、祥和家园、祥和名邸、真
源、象源丽都、花苑、运旺、万豪、金沙雅苑等 !

个居民区及周边企业楼宇。该片区中心位于
真光路 "!#弄 $%号，共 $层，建筑面积达
%#$&平方米，是兼具党群服务、医疗服务、助
餐助浴、长者照护、老人日托、社区托小、便民
维修、法律维权、文体休闲、健身康复等 %&余
项功能融合的综合服务空间，服务人口达 '

万多人。同时，城管、市容、社会保障等多个和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也都有专业
力量下沉到中心，使居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
的“公共客厅”里分享美丽家园建设成果，还
能共同参与镇域治理。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放式体验活动中，

现场设置的便民咨询服务区、服务项目展示
和体验区、群众自治活动区三大板块，以及长
者照护、社区食堂、卫生站点、((& 小学生晚
托等点位，都成为前来参与活动居民咨询的

热门。
长征镇在项目启动之初，始终秉持着“些

小功能纳并蓄，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理念，通
过大调研走访座谈及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广泛

收集民意等形式，了解居民最现实、最迫切的
服务需求，以便精准设置中心各项功能，将中
心打造成为有座位、有餐位、有休息位的社区
“公共客厅”。在中心结构规划上，注重空间和
功能的有效融合，取消办公区，除长者照护、
医疗卫生、网格管理 (个区域外，其他功能区
域，均通过服务菜单和预约使用方式，实现功
能多样化和服务对象全覆盖。

为兼顾功能与效率，中心注重自治共治，
促进群体融合，建立了社区轮值制度，每天由
片区内一个居民区组织志愿者来中心提供服
务，参与运营秩序维护；通过兴趣团队和群众
沙龙，搭建社会组织和群众沟通的平台，帮助
社会组织更好地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中
心基于“智慧长征”系统和网络新媒体，形成
了信息公开（微信公众号、智能电子屏、功能
区域介绍二维码）、安全防控（中心客流量监
控、儿童接送认证）和公益服务（智能市民卡、
场馆在线预约）三大智联体系，居民只要有一
部智能手机和一张市民卡，就可以随时查询
中心相关资讯，享受各类便民服务。

新城片区中心的启用，解决了老百姓家
门口的事儿，为周边居民打造了“%)分钟生活
服务圈”。据悉，长征镇怒江片、金沙片的片区
中心也已在规划建设中，年底将有望与长征
居民见面。届时，长征镇将形成“党建引领、片
区联动、辐射成圈、覆盖全镇”的社区综合管
理服务新格局。

! ! ! !陆鑫源的手机 $'小时开机，从不离身，
即便洗澡时，也放在触手可及之处，随时准备
出发，为上海地铁“看急诊”；当整座城市进入
梦乡，却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地铁线路越多、
运营时间越长、市民出行越方便，他的工作压
力越大。这位攻克众多“设备国产化”难题、解
决各种地铁疑难杂症的“名医”并不知足，正
在努力研发智能在线监测平台，要当一个能
“治未病”的“上医”。

专为地铁!看急诊"

今年 $月 $(日 %"时许，春节长假后的
第二个工作日晚高峰，*号线突发信号设备故
障，部分列车晚点半小时。手机里多个工作群
传来消息，陆鑫源和许多同事一样，虽临近下
班，但毫不犹豫地从梅陇赶往杨浦。
“*号线等多条线路高峰时段每小时客流

六七万人次，一旦晚点 %&分钟，就有上万名
乘客受影响，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路时，陆
鑫源在线收集各方信息，及时研判，指挥前方

排查检修。
%*时许，陆鑫源到达站点，故障已排除，

全线恢复正常运营，问题出在道岔转辙机上。
他的工作远未结束，还要留下来进一步查找
原因，“发现一根润滑油管漏油”。那晚，他带
领团队一直加班到凌晨 '时才收工。最近又
重返现场，探究更深层次原因：“润滑油管为
啥会漏油？”

应对类似的“地铁急诊”，陆鑫源早已得
心应手。“我们就像列车的主治医生，随时准
备出诊。很多常见病，%&分钟内都能解决。”他
前两年自费考了国际急救证，“遇到紧急情
况，希望自己不但能救车，也能救人。”“陆医
生”笑着说。

半夜站内!练绣花"

$&&&年 +月，%!岁的陆鑫源加入地铁大
家庭，从信号检修工岗位做起，扎根基层一
线。他跟着老师傅勤学苦练，从普通工人到班
组长再到高级工程师，也从一名职校生成长

为工程硕士，获 %&项专利，完成 $&多项技术
攻关，发表十多篇中英文论文。“一线工作时
间越长，越觉得理论重要，就想多学一点。”
“我遇到了最好的时代：上海地铁从零起

步，发展到 %)条线路，总运营里程世界第一，
乘客出行越来越方便。”陆鑫源坦言，“但对维
保人员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保养和检
修，都要等夜间停运后。多条线路不断增能，
且周末延时运营，需大修的线路则逐步增多，
留给我们的时间更少了。”

他回忆，,、*、!号线 $&%'年信号系统电
源割接，一般要 )-)小时，但半夜可供施工的
时间没那么多。“大家反复操练，必须把全程
严控在 '小时内，确保既快速又安全。”在半
夜的站点里，他和同事们如练绣花般，精细化
梳理操作流程，将 %"*项步骤压缩约三分之
一，部分准备工作提到前晚，加夜班次数因此
翻了一倍。“团队 )&个人最后团结得就像一
个人，分工细致明确，紧密配合，悄无声息地
完成了任务。”

攻克!国产化"难关
“上海地铁建设之初，信号系统基本都从

欧美进口，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陆鑫源说，
遇到难题求助外国专家，常遭遇有意无意的技
术保密。$&&*年，他曾与外方专家合作列车编
组改造项目。“那位‘洋师傅’有点像铁公鸡，我
拿代码去请教，他不正面回答。我就注意观察，
用本子记下他的每步操作与设备反应，逐步
反推，基本明白了代码含义和调试原理。”

$&%$年前后，通车 %$年的 $号线设备逐
渐老化，车地通信系统不稳，经常停站有偏
差。“当时缺少技术资料，不了解基本配置、原
始代码和协议。”陆鑫源带领团队勇挑重担，历
时 '个月，在 $号线全线徒步勘察上千公里，
试验改进 "!次，最终在原设备上叠加开发诊
断装置，不但纠正了错误，精度还超过了原有
设计，这项成果也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众多“设备国产化”难关，被陆鑫源的团
队一次次攻克。许多人成长为专家，不仅能解
决技术问题，还会对设计方案做创新———研
制“车载安全数据监控板”用于预防性诊断；
开发“远程数据分析平台”做应急保障；研究
“优化运行图”为列车节能……

在线监测!治未病"

为地铁看了这么多年“急诊”，“医术”高
明的陆鑫源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听过一句
古话，叫‘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
病’，最好的医生应该擅长做预防性治疗。排
故障动作再快，总有许多乘客会受影响，如果
能够预知并消除隐患，那该多好。”

这正是陆鑫源这两年主攻的新课题———
建立智能化在线监测平台，$'小时关注车厢和
站点内的设备变化，随时发现潜在问题的苗头，
提早预判，排除险情。通号分公司 $&%,年成立
智能运维团队，由他担任项目负责人。“我们希
望为地铁建立预警雷达，通过在列车和车站机
房设置成百上千个点位，准确检测到所有关键
设备的实时状态，并依托大数据平台，进一步分
析出设备的亚健康状态，提前预知，先期预防，
力争从‘预防性维护’升级到更先进的‘预知性
维护’。”陆鑫源介绍，项目属于全行业首创，能
取代人工巡检等重复劳动，且效率更高。目前正
在 %(号线全线试点，今年底有望在 %$、%(、%,
号线等线路投用。 首席记者 曹刚

! ! ! !陆鑫源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维保公

司通号分公司设备管理部副经理! 中共

党员!$&%"年荣获"上海工匠#称号!还

获得过 "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优秀发明金

奖$"中国国际发明展览会银奖$等荣誉&

在通号岗位工作 %*年!负责管理维护上

海地铁全路网行车最核心的信号系统&

从信号检修工到高级工程师!实现了"从

工人迈向大师$的转变&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干实事鼓实劲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申城先锋

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公共客厅”
长征镇新城片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上午启用

看“急诊”不过瘾 要给地铁“治未病”
!!!记上海地铁维保公司通号分公司设备管理部副经理陆鑫源

人物小传

" 新启用的长征镇新城片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迎来首批社区老人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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