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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思路可以再多些
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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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群”
接地气的公共就业服务多方共赢
杨朝清

“电梯加装不用我们出钱，买个
年卡，像坐公交车那样刷卡乘坐，很
方便。”2月17日上午，镇海区招宝
山街道总浦桥社区人民路9号共享
电梯项目正式动工。此次加装的电
梯采用了全新模式，由施工方全额
出资建造，居民刷卡付费乘坐。这
种新颖的“共享电梯”，在镇海区可
是头一回，放眼全市也不多见。

2月18日《宁波晚报》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但在实际落地中，面
临资金筹措难、利益协调复杂、技术
改造门槛高等诸多难题。“共享电梯”
无需业主承担大额电梯加装费用，而
是按照“谁乘坐谁付费”“不使用不付
费”的原则，由业主缴纳使用费。由
施工方出资建设加装电梯，业主不需
要出钱，一下子解决了出资难题，能
够满足不同楼层、不同业主的不同需
求，自然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需求日益迫
切。但与巨大需求相比，许多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的进度不尽如人意。
导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速度缓
慢的难点，在于技术和资金，表现为

“没法装”和“没钱装”。
在技术上，由于其“非标准化”

的特质，就像每一个加装成功的案
例都很难复制，所有堵点的原因都

不尽相同。在老旧小区中，楼梯间
狭窄、户型错位、管线复杂等问题普
遍存在，这些问题让标准化的解决
方案难以适用。前不久，在上海长
宁区新程小区，一台创新的电梯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就是上海首台
可以90°直角开门的电梯，这种创
新设计突破了传统电梯的限制，为
错层结构的住户带来了便利。

这一案例不仅展示了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也显示了在面对复杂的
老旧小区电梯加装需求时，灵活思
维的重要性。通过定制化的设计，
许多难题可以迎刃而解，而这种灵
活的设计理念无疑为其他小区提供
了借鉴。

资金筹措，也是困扰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的一道难题。谁出钱、怎
么分摊……都是问题，各方利益往
往难以平衡。像镇海人民路9号这
个住宅区，按照以往住宅电梯加装
的做法，除了政府补贴20万元，剩下
的费用得居民一起凑，而引入“共享
电梯”的方案，则打破了传统自筹资
金安装电梯的壁垒，情况有了转机。

其实，“共享电梯”的使用，可以
按年付费，也可按次付费，可以更加
灵活。“共享电梯”的案例，或能为更
多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借鉴。但
这种模式不仅要求企业自身成本可
控，而且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帮助企
业缓解建设资金压力。

“谁家需要临时工？我这边有
7个人，可以做到年底”“我们印刷
厂需要10名临时工，手工包装纸
品”……在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
渡头董社区工会联合会组建的园区

“共享员工群”里，经常有这样的信
息发布。在这个微信群里，企业随
时发布阶段性用工需求，有兼职意
愿的职工可以直接求职。

2月18日《工人日报》

就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
连着宏观经济。对于许多务工者来
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活干”；对于
不少企业而言，最大的担忧就是“有
活没人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断裂
乃至脱节，让双方都“等不及”“伤不
起”。在数字化时代，“共享员工群”
搭建了一个共享经济的交流互动平
台，最终让多方实现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

“共享员工群”打破了信息不对
称，让“找活干”的务工者与“找人干
活”的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在过去，
一些劳务中介就利用“信息差”来赚
钱，“共享员工群”不仅压缩了“中间

商赚差价”的利润空间，还能够实现
供求双方直接的互动交流，减低沟
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让就业之路
更加顺畅。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共享员
工群”犹如一根纽带，促进了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联结。“共享员工群”通
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劳动力、工作
机会等资源的精准匹配。“共享员工
群”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让公共就业服务更接地气，将好事
实事做到了心坎上，这显然值得其
他地方学习借鉴。

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都
被嵌入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之中；
在社会流动不断加速的今天，哪怕
就是素不相识、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纽带，产生
社会联系、社会交往。说到底，人与
人之间并非“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
薯”，而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在一个改革创新
的时代，“共享员工群”不仅具有经
济功能，还具有社会效益；供需双方
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人与人的相向
而行、相互奔赴。

人工智能（AI）正悄然改变着
医疗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在宁波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方桥院区采访时，
记者注意到一名老人正在使用“云
陪诊”服务。老人对着手机说出自
己的需求，AI便实时语音播报科
室位置、就诊流程等信息，还提醒
老人按时吃药、复诊等。老人笑着
说：“现在看病方便多了，不用麻烦
子女请假陪我了。”

2月18日《宁波日报》

去医院就诊，一怕人头攒动排
长队，二怕就医环节多，摸不着门
道。除此之外，患者自己感觉某些
部位不舒服，究竟应该看什么科室
和医生心中无数，也往往让人纠结
不已。数字医生“云陪诊”可以引导
患者快速使用线上导诊、自助开单、
院内导航等20多个功能，甚至还可
以咨询附近地铁停靠站。

不难看出，数字医生“云陪诊”，
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患者在就医过程
中的难点和堵点，满足了个性化需
求，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状况，降低
了就医成本，特别是为患者节约了
大量就诊时间，让医生能够集中更
多精力和患者进行沟通，可以向患

者解释治疗方案、药物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等，使患者了解治疗过程，
从而制定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提高
治疗的依从性，增强了医患之间的
信任感，让患者有更好的就医体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智能
化技术手段对老年人来说普遍不大
友好，高高在上的门槛，往往成为老
年人利用智能技术的“绊脚石”。而
数字医生属于人机交互形式，拥有
接近真人的表现力，老年人使用起
来自然流畅门槛低，难怪会得到老
年患者的普遍好评。同样道理，由
于语音的交互形态，对部分残障人
士也提供了交互上的便利。

让数字医生覆盖更多的医疗资
源和机构，用户服务范围逐步从医
疗领域延伸到健康服务等相关领
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技
术领域需要不断突破。同时，数字
医生目前还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
避，比如针对全新病种以及非典型
症状，AI 系统可能面临失效；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也面临挑战……只
有切实解决医疗服务中还存在的新
问题，不断升级服务和能力，才能让
患者真切感受到智慧医疗带来的舒
适化和便捷化，让患者更有“医”靠。

一张出生证标价10万元，背后竟是一条涉及拐卖、洗白身份、权力勾
结的黑色产业链。近日，湖南衡阳通报“妇幼保健院医生售卖出生证”事
件，就近期群众反映的“衡阳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售卖出生证”帖文，衡阳市
组织卫健、公安等部门开展核查。目前，公安部门已抓获武某兰等8名涉
嫌伪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犯罪嫌疑人。 2月15日央视新闻

莫让出生证沦为
黑色产业链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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