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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城市治理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邬紫娟

走进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指挥大厅，一块巨
大的显示屏便映入眼帘，多个应用场景的实时数据不
断跳动。 坐席员们用数据编织的“智慧之网”，让城市
管理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服务”，从“粗放管
理”升级为“精准高效”。

2025 年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 作为城市安全的守护者，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
中心以科技为支撑、以民生为导向，通过智能化、精细
化的管理模式，将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城市管理的方方
面面，为市民打造安全、有序、宜居的城市环境。

科技赋能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精准治理筑牢
基础设施 “安全线”； 应急联动提升风险应对 “硬实
力”；全民参与构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采访中，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目前，全市各类城市管理案件线索采集并上
传至智慧城管平台后，受理系统会及时立案并快速分
派至各区及各责任部门处置。案件平均处理时间缩短
至 30 分钟内，城市运行管理效率不断提升。

在城市防汛安全领域，智慧城管平台通过大数据
分析精准定位城区易涝区域， 结合网格化管理机制，
实现雨前排查、雨中监测、雨后修复的全链条闭环管
理，有效避免城市内涝灾害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井盖缺失或路面破损等问题，智慧城管平台
通过“人防＋技防”手段，采取“现场确权、联合整治”模
式，迅速分派并完成修复，及时修复路面，确保群众
“脚底下的安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面对路面塌陷、垃圾暴露等问题以及各类突发城
市安全事件，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及时启动“一
级监督、二级指挥、三级处理、四级网络”应急联动机
制，通过“信息采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
理—处理反馈—核查结案—综合评价” 闭环流程，确
保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解决，保障城市安全稳定
运行。

在高科技的加持下，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以
“绣花功夫”推进精细化管理，鼓励引导市民持续通过
03946112319 城市管理问题举报电话、“周口智慧城管
一键服务”小程序等渠道，上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努
力形成良好的共建、共治、共享氛围，合力筑牢城市安
全屏障，让城市整体运行更加顺畅高效。

□记者 刘华志

生物难吗？ 新高考下的生物试题难吗？ 怎样瞄准
易错目标、知识漏洞和重点难点，提升备考能力？ 就这
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
年级生物教师马丹。

“生物相比于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最难的。 ”马
丹说，纵观近三年，高考试卷阅读量越来越大，新信息
越来越多，试题情境错综复杂，常以生产生活实际问
题为切入点，以新知识介绍为载体，考查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高考对于学生的能力要
求越来越高，生物试题的难度也逐渐加大。

马丹认为， 赋分制下生物学试题难的原因在于，
试题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最后
按照原始分数排名给考生进行赋分。 生物试题难度虽
然有所上升，但是通过系统复习也能获得高分。

如何提升复习的效率？ 马丹说，生物学与劳动实
践相辅相成、联系紧密。 高考生物在引导学生增强劳
动意识、树立劳动观念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学生要
强化基础知识学习， 不能丢开课本而依赖资料复习；
要深刻理解知识内涵， 对教材中的题目进行再思考，
这是能力养成的必经之路。

“高考生物主要以生态学相关知识为考查内容，试
题中经常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学生应多关注生物
与实际相联系方面的内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
立清晰的生态意识，高效利用典型题，训练审题能力、
解题思维能力，严格规范性训练，提高表达能力。 ”马丹

说，平时尤其要注意书写规范，尽量使用生物学术语。
生物试题越来越重视对生活实践的考查，因此，学生要
做到从“会答题、会做题”到“会解释生活现象、会解决
实际问题”的转变，达到以考促学的目的。

马丹表示， 每年的高考生物试题在问题设置、考
查形式等方面都有创新， 多角度考查学生的创新能
力。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注重创新思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要及时复习，这既包括对
知识要点的复习，还包括对错题的回顾总结，对典型
例题的反复练习。

马丹说，实验探究能力是高考生物学科的重要考
查内容。 实验探究能力考查包括设计实验方案、优化
实验程序、分析实验结果等。 现在的题目灵活多变，给
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学生可以结合遗传学、
免疫学、基因工程等知识灵活作答。

“高考生物会继续加强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力
度， 引导学生加强对基础知识的准确理解和灵活运
用。 学生要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力争把零碎
的知识按照一定逻辑或生物学观念形成整体，将自己
的能力建立在整体的、系统的知识上，增强理解能力、
实验探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 这样，学
生才能从容面对高考。 ”马丹告诉记者。

细化知识体系 学会灵活运用
———访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年级生物教师马丹

“一站式”养老服务托起最美“夕阳红”

“匿名互动”传递正能量

□记者 邱一帆 文/图

本报讯 清明假期，周口植物园迎来客流高峰。 周
口市大铁牛巾帼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始终坚守岗

位，为游客提供帮助与服务。
在默默付出的同时，志愿者们也收获了来自市民

游客的称赞和认可。４ 月 ７ 日，该志愿团队收到了一份
“匿名礼物”———一箱冰糖心苹果。

“收到这份‘匿名礼物’，大家都很惊喜，这体现了
群众对我们的认可。 我们希望将志愿服务的温暖传递
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壮
大志愿服务的力量。 ”该志愿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志愿者为游客指路。

□记者 刘猛 文/图

本报讯 免费咨询、专人接待、上门服务……4 月 8
日，在七一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家住附近的王大
爷正和朋友一起做中医理疗。

“这个养老服务驿站服务很周到，我和朋友们经
常来这里做理疗，偶尔还会在这里下棋、打牌，感觉可
幸福。 ”王大爷告诉记者，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享受
各种养老服务、文娱活动。

据了解， 七一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上下共两
层，400 余平方米，可提供中医理疗、休闲娱乐和日间

照料等服务， 主要满足周边 2．5 公里范围内老年人的
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我们这个驿站目前已经发展 200 多位会员。 这
些会员主要以日间照料、中医理疗消费为主。 未来，我
们将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不断拓展多元化的服务
内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服
务。 ”该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石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 我市近年来积极探索社区养老新模式，
通过打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驿站，在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个性化养老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
蓬勃发展。

老人在养老服务驿站排练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