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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凌晨1时许，两名男子
走进绿景苑小区。大门监控摄像头
辨别，两人并非小区常住居民。

大门监控抓拍两人 40 分钟后，
位于单元楼门口的监控，却始终没
有再次捕获两人的影像。系统随即
发出预警。小区保安找到两名男子
当面盘问，两男子操着本地口音，
支支吾吾地说“找人”，却始终说不
出要找的业主姓名。保安随即将两
人“请”出小区。

非小区业主，深夜进入小区40
分钟后仍不进单元楼，这符合不少
盗窃案发的“前奏”。系统之所以能
精准识别、智能预警，关键在于监
控数据的互联互通。

绿景苑在大门、49 个单元门、
小区主要通道、电梯等处，布设了
109个高清探头，并安装了智慧门禁
及系列传感器。“与一般智慧小区不
同，绿景苑所有采集到的监控数

据，都会汇总到一个‘大脑’进行
分析比对，捕捉异常行为的蛛丝马
迹。”在社区警务室智能分析中心，
社区民警甘传文指着监控大屏幕解
释道。

绿景苑辖区钢都花园派出所所
长刘海说，眼下，多数智慧小区只
是布设监控探头、传感器了事，收
集来的监控数据、画面“各自为
战”，摄像头只管拍画面、人口信息

“尘封”在数据库、门禁只照车牌
……信息虽全却是一个个“孤岛”，
难以发挥效用。绿景苑不同之处在
于，这些“信息孤岛”被打通，汇

集于智能分析中心，经过电脑自动
比对，及时发现治安隐患。

以此为基础，绿景苑还制作了
48个违法犯罪防范模型，利用小区
收集汇总的大数据，从行动轨迹、
行为特征等多方面，为常见违法犯
罪行为“画像”，一旦行为人符合防
范模型，系统自动发出预警。

8月2日上午，绿景苑小区8栋
5单元居民崔广志做饭间隙，打开家
中电视点击“我的应用”，选取“邻
里守望”，全小区的监控画面一览无
余。他选择“4门后”监控画面后，
画面放大，只见他 8 岁的孙子正在

草地上玩耍。
只需在电视机顶盒内植入一款

软件，居民在家中用电视就能连接
全小区的监控探头，实时观看监控
画面。每天看看孙子在小区玩啥，
顺便看看小区内有无可疑人物，成
了老崔的习惯。

小区物业规定，一旦有居民发
现违法犯罪线索，并查明有效的，
可免交部分物业费或享受免费家政
服务。“这让小区居民，人人变成了

‘监控器’。”崔广志说。
去年 7 月，居民杨先生夜晚通

过家中电视，打开停车位附近监控

探头，查看自家车辆状况，发现有
一人影“晃”到一辆私家车旁，窥
探车内。杨先生当即向小区物业反
映，保安赶到现场时，嫌疑人正砸
破车窗，准备实施盗窃。

绿景苑将空巢老人、独居老
人、重症病人等特殊人群，录入监
控系统，随时给与关照。今年 7
月，探头连续两天，都没拍到81岁
的独居老人陈秀英走出单元楼，系
统即发出预警。“天天敲门组”上门
探望发现，陈婆婆躺在床上出现中
暑症状，大家立刻将她送到医院。

影响一个小区安全水平的，除
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还有对
喷水池、幼儿园等特殊公共区域的
安全防护能力。

绿景苑对此也有探索。

小区内有个占地 500 平方米的
喷水池。以喷水池为中心，小区用
摄像头设立了一圈“视频围栏”，一
旦有人进入预警区域，系统就会自
动预警。此举用于防止在无成年人
看护下，幼儿私自接近水域，有效
避免溺亡情况发生。

除了喷水池，小区内的幼儿园
及小区门口的学校，也被设立“视
频围栏”，用于防止可疑对象接
近。

夏季来临，用电负荷过大会导
致火灾，也是不少小区的安全风险
点。钢都花园派出所研发出专用检
测设备，安装在电表附近，一旦检
测到温度过高、电流过大，设备就
自动报警。该设备目前已在部分居
民家中试用。

除升级外除升级外，，智慧小区还缺点啥智慧小区还缺点啥
□ 王成龙 彭亚楠

2017年11月以来，武汉市青山区绿景苑小区零发案。据《湖北日报》报道，绿景苑地处洪山、武
昌和青山区接壤处，临近地铁口，人流、物流量大，治安防控基础并不好。2015年曾发生10多起入室
盗窃案。

为改变治安不好状况，绿景苑去年11月建成智慧小区。小区管理者认识到，搞好治安，除了提升
技防水平，还要转换治安防控思维。

小区治安状况不好，硬件设施需要加强以外，小区管理者的意识也需提
高。除了提升技防水平，还要转换治安防控思维——

众里寻“艾”千百度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原本是生长在荒坡、田间沟渠的一种很常
见的艾蒿，如今在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的努力
下，200亩连片种植的艾蒿成为帮助北京延庆
新庄堡村当地群众脱低致富的“金枝玉叶”。

9月的延庆秋高气爽，青山碧水，蓝天白
云。一路走来，迎面吹来田野里清新的空气，
让人心旷神怡。在延庆区香营乡新庄堡村的艾
蒿主题公园，郁郁葱葱的艾蒿吸引了记者的视
线，种植在覆盖除草地布园区里的艾蒿散发着
阵阵独有的香气，沁人心脾。此次以艾蒿为主
题的公园“艾蒿文化世园主题村”就坐落在这
里，开始正式运营接待广大游客。

记者了解到，作为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主
题村之一，新庄堡村自2018年开始，在北京市农
业局植物保护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及延庆区农
委、种植业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引进了北
京原中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支撑，开展
艾文化世园主题村建设。通过“艾蒿主题农业公
园”“艾产品研发中心”“艾主题餐厅”“艾健康
疗养中心”“艾文化长廊”等一系列艾主题项目
建设，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综合体
项目，为乡村振兴树立产业发展的典型。

据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站长周春江介绍，
“艾蒿文化世园主题村”项目是2018年北京市
农业局植保站“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艾蒿
产业实现精准帮扶”的一项重要工作。2017年
植保站选派了优秀青年干部张涛赴新庄堡村任

第一书记，通过一年村干部工作，摸清了村里
的产业现状，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
结合该村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产业帮
扶策略，引入了艾蒿这一特色产业，启动“艾
蒿文化世园主题村”建设项目，目标是将该村
打造成集“吃住行游购乐”于一体的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村。

“艾蒿文化世园主题村”项目借助艾蒿特
色产业，集艾蒿种植、园艺景观、休闲体验、
艾产品研发与加工、艾灸疗养、中医文化弘扬

六位一体。以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水平，提高低收入户收入水平为目标，建设
的内容包括一产占地200亩的艾蒿主题公园，
为游客提供观光拍照、艾蒿采摘、儿童娱乐
场所；二产的艾蒿产品研发、生产车间及展
示销售平台，为游客提供品种丰富的艾蒿产
品，并能亲手体验艾蒿食品制作过程；三产
的艾在杏香艾主体餐厅及艾灸综合体验馆，
让游客有地方吃艾宴、品艾茶、做艾灸，身
心得到完全的放松。

在香营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9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与建设，目前占地200亩的艾蒿主题
公园的已完成主体建设，成为北京地区首个同时种植食用艾蒿和药用艾蒿两类艾蒿品种的观光
园，园区既可以采摘艾蒿鲜叶，也可以在百花迷宫游玩、拍照。二产艾蒿加工品已投入了小规模
生产，产品涵盖了艾蒿糕点、艾尖茶等，艾蒿糕点种类达30余种，艾蒿曲奇、雪花酥、艾蒿千层
蛋糕即有颜值、口感又有食疗功效，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三产的艾主体餐厅及艾灸综合体验
馆，主打特色餐饮与中医疗养产业，目前餐厅研发了40余道艾蒿特色菜品及主食，让您不出北京
就能尝到熟悉的家乡味道；艾灸综合体验馆为游客们提供灸疗服务，观光休闲后可以在此歇歇
脚，做个灸疗泡个足浴，疏通下筋骨，放松下身心。

艾蒿主题公园的正式开放，标志着“艾蒿文化世园主题村”项目的全面落地，下一步新庄堡
村还将与优势品牌联手，大力发展特色民俗及艾蒿疗养产业，把该村打造成玩得美、吃得爽、住
得舒、购得值的京城艾蒿第一村，辐射带动整个香营地区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夏秋之季，来延庆区香营乡新庄堡村采艾叶、吃艾宴、品艾茶、做艾灸，尽情体验“艾”的
故事，感受现代农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小 艾 蒿 撑 起 大 产 业

新华社电（记者 朱筱）记者从江苏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为推动电子商务
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江苏近日发布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住宅智能信报箱，鼓励在配送中
使用“共享快递盒”、无人机等优化物流服务。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8月初，全省已建成智能快件箱2.86万
组，格口231.82万个。为持续提高末端快递服务能力和效率，江苏支持各地
将智能快件箱、住宅智能信报箱纳入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社区、
高等院校、商务中心、地铁站周边等末端节点加快布局智能投递设施。制定
实施住宅智能信报箱、智能快件箱管理服务规范等江苏省地方标准。

该意见要求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住宅智能信报箱，并与住宅小区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施工。意见还明确已建的居住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
居民小区，应按照规定，在征得业主同意的基础上，提供不低于25平方米的
邮政快递服务场所；在校学生数量超过1万人的高等院校，应提供（预留）一
定的邮（快）件用房，以满足邮政快递服务需要。

为推广快递绿色包装和配送，提高快递物流服务效率，江苏支持邮政
快递企业建设绿色末端和绿色回收体系，在电子商务企业和快递企业推广
使用“共享快递盒”，鼓励和支持快递物流企业运用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开
展快递投送。

北京艺术博物馆日前在北京理工大学社区举办了“体验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社区”科普活动。孙秋霞副研究员首先为社区的青少年介绍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里的“木艺——榫卯”的相关知识，同时还带去了
关于榫卯的模型，边讲边让同学们自己打开榫卯模型，看看榫卯的模
样，以及这些榫卯在家具制作中的相关作用。

接下来，孙老师又给青少年介绍了中国扇子的千年历史，讲座题
目是《清风拂面——扇子小史》。讲座中为了增加趣味性，孙老师还适
时提出问题，孩子们全程都听得津津有味，踊跃回答问题。

科普时报讯（吴曦）日前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目前，“北京业主”APP
已经推广至北京100多个小区。今后这些小区表决小区管理规约和业主大会议
事规则、选举业委会、选聘或解聘物业企业、调整物业费，以及使用管理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等小区共同事项时，原则上不再使用纸质投票，而通过手机
投票系统进行表决。

为便于业主不受地点限制参与投票，方便业主行使共同决定权力，提高
业主投票表决效率，北京市住建委此前开发了手机投票系统“北京业主”
APP，并已在部分小区组织开展试点。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公布了“北京业
主”APP投票覆盖的首批百余住宅小区。这些小区集中分布在东城、西城、
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昌平等区。

北京市住建委已组织对该系统覆盖范围内的小区物业企业进行专题培
训。同时，还将继续整理各个小区的基础数据，不断将符合条件的小区纳入
手机投票系统，后续将逐步上线更多小区，扩大手机投票的覆盖范围。

据了解，“北京业主”APP依托北京市住建委房屋全生命周期平台，通过
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实现业主实名认证。只有完成实名认证的业主才能具
备在本小区进行投票的资格，投票结束后系统自动计算结果。通过此种方
式，有效降低投票成本，保障投票公开、公正和透明。

占道经营不见了，胡同宽敞
了；违规“开墙打洞”封堵了，胡
同安静了；木门换上电子锁，住着
安心了……经过一年多整治，二环
边上的民旺北胡同从居民一提起就
叫苦的“城中村”，变成老街坊交口
称赞的舒心家园。

北京日报记者日前走进改造后
的北京民旺北胡同，道路畅通，环
境整洁，不少老年人拿着蒲扇，坐
在楼下纳凉聊天。一年前，这样的
日常却是这条胡同的居民想都不敢
想的。

“整治前，这条胡同可以用脏乱
差来形容，甚至有媒体将其形容为

‘城中村’。”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李淑萍介绍，全长 440 米的胡同
里，违规“开墙打洞”就有 50 多
处，不少商贩还撑起遮阳伞将摊位
摆到人行道上，行人被挤到胡同中
与自行车和机动车抢路，毫无秩序
可言。经营带来的噪音更是令居民
苦不堪言。

为还居民一个舒适宜居的环
境，和平里街道百街千巷环境整治
率先从民旺北胡同开始。街道联合

城管、工商等执法部门，将民旺北
胡同街面 16 处、共 414 平方米的违
法建设拆除，52 处违规“开墙打
洞”封堵。

“与以往不同，这次街道把做居
民工作的办公现场放在居民家，各
部门负责人都在，居民有什么意
见、需求现场提，相关负责人把问
题带回去，第一时间找解决办法，
并融入到最终的设计方案中。这让
问题处理大幅提速。”李淑萍说。

为了让胡同更有韵味，恢复的
墙体上使用了仿古砖，并在民旺
四、五、六、中巷巷口设立了具有
古典气息的标识牌，还见缝插针地
安装了石凳、长椅等休闲设施。

如今，曾经停满车辆的胡同北
侧安装了供居民休憩聊天的石凳，
楼门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增强了
居民的安全感。胡同架空线入地
后，还将构成一片“三无两有”的
宜居区域，即无架空线、无开墙打
洞、无违法建设，有便民综合体、
有休闲空间的居民生活区。

整治好的环境将采取“一次修
整、终身保修”的管理模式。将
来，居民只要把胡同里的问题告诉
街巷长、小巷管家或社区网格员，
就能轻松解决。“胡同变美了，我也
想为维护环境出份力！”居民王瑞芝
说，她已经主动报名，成了民旺北
胡同小巷管家中的一员。火眼金睛

新建小区标配智能信报箱

“北京业主”APP 覆盖百余小区

昔日昔日““城中村城中村”” 今变今变““舒心园舒心园””
□ 于丽爽 李 帅

科普时报讯 据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网站消息，北京市旅游行业首个信
用监管平台“信用旅游”上线，对游客、导游等各领域失信被执行人，将限
制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

北京市旅游委副巡视员邹伟南介绍，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实现
了与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对失信企业采取多网同步公示、提高检查频次、加强重点监管等措施，实现
监管的协同和分级分类。

“目前，北京市旅游委已与发改、民政、交通、工商、税务、海关、团市
委等多个部门联合签署了不同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各领域失信被执行人将被
限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并在其申请旅行社许可业务、办理导
游证等工作中予以严格审查，促进政府部门间监管协同和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的实施，提升监管效能，对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将起到积极作用。”邹伟南如是说。

邹伟南还指出，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于2017年3月30日开始建
设，截至目前，平台已对接各项信用数据1.7亿余条，覆盖全北京41816名导
游、2669家旅行社、285家A级景区、547家星级酒店等。

北京“信用旅游”监管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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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爆红后陷入“售假”风波的拼多多让我们或多
或少地了解了“山寨”家电为何物，特别是“山寨”电视机。

或许，很多人觉得“山寨”电视机很遥远。其实不然，低
廉山寨电视机背后的产业链已经颇为成熟，其中不少经营者试
图向中上游的正规企业生存模式靠拢，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
产品变得越来越相似，产业规模快速扩大。而这些产品已随着
野蛮式生长的电子商务和遍布乡镇的线下网点，已不知不觉侵
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广州市番禺区一条名叫大石的街道上，几乎每家小作坊
都可以加工出市面上知名或者不知名的电视机。这里的小作坊
一般都是“地下工厂”，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合格证。其在白天
是个普通的店面，而一到晚上恍如白昼，工人们以流水线的模
式“制造”电视机。从这些作坊“出厂”的电视机，最低成本
仅需几十元，最高也不过几百元，在被印上品牌后，摇身一变
就成为“一线”品牌。

而相较于番禺区的无证生产，广州市花都区的厂商不仅有
“正规”的营业执照，甚至还有逼真的3C认证。尽管花都区的
工厂证件齐全，但和大石街作坊的生产模式并没有太大差别：
三五个人就能组装出一台电视机。它们生产出的电视机，外观
与名牌电视机没有区别，再贴上仿制的商标，几乎可以“以假
乱真”。

据业内人士透露，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小厂家往往会
将成本压缩到最低，同时也会将山寨电视机划分为三六九等。
而对电视机没有太多要求的网络销售平台上的商家，往往会订
购成本最低的电视，而对质量有要求的渠道代理商就会选择稍
好点材料的电视机。

还认为这些山寨产品离你的生活很远吗？
通过代理商和网络渠道，一批批存在安全隐患的山寨电视

机被送往了千家万户。而买家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一
台山寨电视机。当然，还有一些买家看中的原本就是其价格低廉，根本不
在乎这些产品来自哪里，有没有合格证、3C认证等等。

更严重的是，低价之下的低质还并非“山寨”电视机最大的原罪，安全
才是重为严重的问题。试想，如果一台电视机的成本被压缩到几十元，那么
其材料必然是劣质的、耗损严重的，用力一掰就断的塑料外壳、超细的导
线、有问题的液晶显示屏等，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若遇上打雷等恶劣的
天气，这类产品可能会发生短路、引发火灾，危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原本，“山寨”一词本身并非贬意，其主要指没有品牌、没有商标的产
品，并不能与假冒伪劣产品完全划等号。然
而，利欲熏心下的此“山寨”已非彼山寨，
消费者在选购之时应该擦亮双眼，千万别被
假冒的山寨产品钻了空子。 （魏柏兴）

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里说的艾，指
的是艾蒿。采艾叶、吃艾宴、品艾茶、做艾灸，尽情体验

“艾”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