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
提案第 163 号

第十五届一次会议 提案日期 2022-01-10 届 别：

类别：综合 收到日期 2022-01-10 专委会：

案 由 关于上海数字化转型“民生服务”的建议

第
一
提
案
人

委员姓名 徐甲甲 工作单位 科大讯飞（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委员编号 123 职 务 科大讯飞（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总

经理

联系地址 （单位）长宁区天山西路 789 号中山国际广场 A 座 4 楼

电 话 （单位）0 （家庭）18130060102

邮政编码 （单位）0

第
二
提
案
人

委员姓名 工作单位

委员编号 职 务

联系地址 （单位）

电 话 （单位） （家庭）

邮政编码 （单位）

第
三
提
案
人

委员姓名 工作单位

委员编号 职 务

联系地址 （单位）

电 话 （单位） （家庭）

邮政编码 （单位）

其他联

名委员
（联名提案答复前三名）

委员

意向

提案类别 意见建议类（√） 解决具体事项类（）

承办单位 （主办） （会办）

审查
意见

年 月 日 （章）

办理

单位

主 办 区民政局

会 办 区科委,区文化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



领导

批示

背景和依据：

20 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明确城市

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要求。在生活数字化转型版块明确指出：“推进商业、文娱、体育、出行、

旅游等质量民生服务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公共设施的数字化型。”、

“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倡导各类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面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推进相关服务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无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问题和分析：

长宁有着中山公园、野生动物园等传统景点，更有宋庆龄生平事迹陈列馆等历史文

化展馆，还有各类艺术、科技类展馆，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简单的资源观光已经不能满足

市民和游客的游览需求，群众更多期待互动化的游览体验、浸入式的地方文化体验等休闲产

品。

近年来，我市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态势，我区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截至 20 年底，

我区户籍人口老龄化比例已经达到了 39.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

6.9%，居全市首位。当前，我区养老服务保障不断健全，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完善，但在移动

智能化时代如何强化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方面仍存在不足。

建议：

一、建议推进全区“数字导览”场景构建

建议推动“数字导览”场景构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长宁区“数字导览”服务



员，覆盖全区景点、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天候、个性化的导览服务。

通过定制虚拟人物形象，以亲切、拟人化的态度和语气，通过直播、点播等形式将长宁景点

的历史典故、文化内涵以及最新的科技发展、艺术创作成果，以多种语言、丰富的互动表情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贴身的导览和介绍，让市民和游客随时随地享受全景展示、互动讲解、信

息推送、智能问答等一体化导览、全程伴游服务，深刻体会数字长宁的魅力。

二、建议推进“智慧养老”场景构建

（一）构建全区老年人个性化健康医疗的“智慧健康”服务

针对老年人对健康生活的需要，构建具备全科医生诊疗能力的智能关怀呼叫中心，

将对老年人的生日问候、节日祝福等日常主动关怀与健康管理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

健康医疗服务。将老人的身体体征数据，与老人既往病史、慢性病情况、近期不适症状相结

合，构建一人一档的个人健康档案并实时更新和管理，从而给予个性化、精准化的健康管理

服务，如用药管理、慢病饮食建议、精准导医导诊等。结合社区家庭医生的随访，能够全面

提升老人的健康管理水平，显著改善老人身心状况，有效提升居家、社区养老的医养服务能

级，促进医养结合的发展。

（二）构建基于智能陪伴机器人的“智能相伴”服务

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为老人提供智慧陪伴终端，集成老人家里的各类服务入口，让老

人“空巢”不“空心”，通过语音聊天的形式，拉通各类生活服务。如机器通过陪伴老人聊

天，可进行心理评估开导，针对特定病症，例如阿尔茨海默病，能够提供语言类康复训练及

评估。通过数据分析，针对不同年龄段老人播放“银龄宝典”等养老相关视频讲座，收听养

老政策解读、健康知识等讲座，让老年人“老有所学、学有所乐”。

（三）构建基于普通话、上海话识别能力的“适老热线”服务

梳理老年人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数字鸿沟”，即老年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结合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需求，建立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智能服务热线，

通过服务热线打通周边各类生活服务资源，让老年人通过拨打“适老热线”，说出诉求，就

能获取所需的相关生活服务，进一步做实做细为老年人服务的各项工作,实现对老人需求的

快速响应，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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