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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挖地铁，全国头一次

3月25日，地铁6号线二期首台盾构机“红星号”顺利始发。

（上接第一版）感受生活服务的便捷与
智能。
　　由此，孙超带领研发小组成员迅
速设计出“城市攻略”小程序1.0版，并
向小区居民推广使用。
　　“小区门口就能买菜，为啥还得用
手机？不够麻烦的！”“我们手机都整不
明白，哪会用你这个什么小程序！”……
满怀信心的孙超碰了一鼻子灰。如何
提高小区居民对小程序的接受度，成
为摆在孙超面前的首要考验。
　　为此，文达通股份专门组建居民
意见收集团队，邀请居民参与小程序
的后续更新设计。针对大家提出的线
上、线下无法衔接的问题，最终创新引
入“大物管”新型服务模式，把社区新
零售、家政服务、社区金融、社区养老、
社区食堂等20多种综合业态按需导
入，构建现实和虚拟世界的数字经济
体系，通过线上和线下协同运营，聚焦
百姓需求，提供便捷、实用、舒心的社
区服务。
　　“下班前我用小程序下好单，小区
超市接单后提前把东西打包好，下班后
直接去超市拎上就走，能比以前早到家
10多分钟。”名嘉汇小区居民张芳对新
改版的“城市攻略”小程序赞不绝口。
　　然而，将这么多业态融合在一起
谈何容易。“过去，政务、车辆、零售等
业态都有独立的系统平台，每个平台又
有不同的编程语言，这为融合一体带
来了极大限制，如果重新编写，又会浪
费大量人力和时间。”孙超回忆道，“我
们通过GPT大模型生成代码的同时，
自主研发相关低代码平台，运用AIGC
自动生成技术，自动生成可以融合的代
码，打破了不同平台代码无法融合的壁
垒，顺利实现20多种业态快速搭建。”

　　如今，“城市攻略”小程序逐步融
合了社区政务、智慧物业、智慧农业、健
康医养、社区新零售、社区餐饮、汽车
服务等业态，打造全时在线的社区数
字管家，实现物业管理体系的数字化转
型，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智慧社区全生态服务体系。
　　“目前，我们的‘智慧社区’系统已
在新区205个社区、1453个小区应用。”
孙超介绍道。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为打造好每
一个细胞，文达通股份开始拓展智慧
城市领域。
　　“最先找上我们的是区城管局，他
们想在城市管理上做得更智能、更精
准一些。”徐亮坦言，智慧城市和智慧
社区虽然本质相似，但是其复杂程度
却不是一个量级，这对文达通股份来
说又是一次全新考验。
　　比如，城市管理中常见的古力盖
问题，按以往经验来说，直到发生事故
或者人工巡查，才能发现并处理。针对
这一问题，文达通股份起初凭借社区
管理的经验，通过简易视频结构化分
析技术试图主动发现、甄别城市中存
在的古力盖损坏问题，但以城市为单
位的古力盖数据量过于庞大，仍无法
做到及时发现并处置。
　　对此，文达通股份技术研发团队
引入三维可视化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手
段，精准甄别城市角落的古力盖，并通
过物联网智能硬件升级，对其状况实
时上传并协同城管处置。
　　经过不断创新突破，文达通股份自

主研发出的智慧城市大数据服务平台，
覆盖了用水、用电、环卫等众多城市管
理领域，构建起感知、分析、决策、指挥、
监察五位一体的智慧城市新模式，实现
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文达通股份智慧城市业务也已在
胶州、潍坊、淄博、滨州等多地开展试
点。然而许多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却存
在顾虑，成为开拓市场的新难题。
　　“对于数据风险问题，我们通过联
邦学习，模拟应用场景采集平行数据
来规避。简而言之，就是无需打包其他
地区的数据，只需要通过收集同类型
的数据在我们的系统上进行模拟，根
据模拟结果，远程为客户提供精准的
系统服务。”徐亮解释说。
　　当前，文达通股份已经建立了由
博士、硕士和行业资深专家组成的研
发骨干团队，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
心、山东省大数据产业创新中心、青岛
市联邦智能可信数据分析技术重点实
验室等科创平台。经过近年来的探索
实践，文达通股份已形成以社区为核
心，物业为抓手，ToG端智慧城市大数
据平台、ToB端智慧物业管理平台、
ToC端城市攻略运营平台三大技术平
台为支撑，智慧科技、智慧物业、智慧
生活“社区铁三角”协同联动为保障的

“1+3+3”智慧产业生态建设运营模式，
打通了城市精细治理、社区精准服务
的“最后一百米”。
　　“未来，文达通股份将立足社区，继
续以‘科技构筑智慧城市、服务缔造美
好生活’为使命，以智慧赋能时代，用科
技普惠民生，打出一套‘科技+物业+生
活’的组合拳，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一流
的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文达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管洪清说。

创新突破
开辟城市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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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建设进度，确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储备项目要抓紧推
进项目手续办理，努力落实建设条
件。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项目储备，
积极谋划和培育储备一批现代服务
业优质项目，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
高服务质量和时效，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
早开工、快落地、见实效。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蔡媛 冉德平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公布全省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信用分级结果，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
限公司、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
责任公司、青岛港国际有限公司前港
分公司等4家西海岸新区港口企业在
3238家参评企业中脱颖而出，获评安
全生产信用最高等级AA级。
　　去年以来，区交通运输局以承
接市级港航赋权工作为契机，加强
信用交通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今
年，我们将继续加强交通运输行业
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为诚信企
业推行港航审批备案‘预约办’‘随
时办’，水路运输辅助业审批‘上门
办’‘联合办’等更多服务，营造良好
的信用交通环境。”西海岸新区港航
服务中心负责人孟庆燕表示。

新区4家港口企业
获评安全生产信用
最高等级AA级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港口青岛港
董矿公司D2泊位一船8万吨铁矿石卸
船完毕，下游二程船紧随其后靠泊相
同泊位，并迅速完成装船，将货物第
一时间发往南方一家大型钢铁企业，
有效解决该钢厂货物保供需求。
　　在得知企业急需用料信息后，
董矿公司市场部第一时间沟通协调
董家口港海关，并获得海关政策支
持，实现货物在码头前沿卸货查验。
董矿公司迅速调整现场生产组织模
式，在各生产部门协调配合下，实现
二程船直靠同一泊位装货，为企业解
决原材料短缺难题赢得了宝贵的“抢
货”时间，同时也为港口节约了生产作
业成本，实现“一举多得”，是一次关
港合作解决客户保供难题的典范。
　　今年以来，在董家口港海关等边
检单位的支持下，董矿公司各项业务
开展顺利，作业进度全面赶超生产指
标。接下来，董矿公司将继续加强与董
家口港海关沟通交流，不断优化服务，
助力港口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港高效协作
解了“燃眉之急”

（上接第一版）滚筒洗衣机300万台，
是目前全球定制规模最大、智能化
水平最高、定制程度最强的智能家
电产品制造基地。
　　近年来，中德生态园高标准打
造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园区多个项
目入选国家、省、市各级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并获得市级工
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奖励。3座互联
工厂荣获“灯塔工厂”称号，分别是
本次入选示范项目名单的海尔滚筒
洗衣机5G工厂以及海尔中央空调互
联工厂、海尔冰箱互联工厂，数量占
青岛市四分之三、山东省五分之三。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3月25日讯 今天，沥沥春
雨中，在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红
树林站至辛屯路站（简称“红辛区
间”）始发井右线隧道口，随着“红星
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6号线二期
工程首台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微
泥水+土压”双模盾构机在青岛地铁
建设中首次应用，同时也是这种盾构
设备在国内首次应用于地铁施工。
　　红辛区间右线长约1.3公里，共
设置2座联络通道，区间隧道埋深约
6.5米-22.2米，区间最小转弯半径为
800米，最大纵坡25‰。“红星号”在红
辛始发井下井，采用分体始发，先后
下穿河流、侧穿城市主干路，掘进至
红树林站接收，复杂的地质环境给盾
构施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确保盾构顺利始发，青岛地铁
集团西海岸建设分公司牵头相关单
位系统梳理工程施工风险与重难点，
对盾构的选型、设计、组装、调试、掘
进全过程安全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
证，运用“见缝插针、找缝插针”理念，
最终确定使用全国首台“微泥水+土
压”双模盾构机。
　　其间，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站组织“送技术到一线”活
动，针对区间不良地质掘进“把脉问
诊”。结合现场复杂地质实际情况，与

设备厂家多次协调对接，在既有盾构
机功能基础上，增加刀盘隔腔高压冲
水防止结泥饼装置、盾构顶部空洞检
测装置等设计，“微泥水+土压”双模
盾构机快速实现土压及泥膜保压掘
进两种模式转换，新技术、新工艺的
使用为地铁建设不断注入“创新动
能”。
　　“红星号”开挖直径6500毫米，盾
构机及配套台车全长约95米，盾构机

采用被动铰接形式，创新性添加土仓
可视化系统、出渣自动计量装置、盾
尾间隙测量系统，大大提高了盾构掘
进的效率和安全系数，极大提高盾构
机在复杂条件下的适应性。
　　下一步，青岛地铁集团西海岸建
设分公司将借助“微泥水复合土压平
衡盾构机”技术，全力以赴打造青岛
地铁盾构隧道样板工程，助力“建设
世界一流地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