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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科技徐汇

安全更有序 智慧有温度

城市治理迭代升级 “一网统管”开启 3.0 版

徐汇探索“云医院+云药房”新模式：
就医、购药“全程网办”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互联网医院、电子处
方等“医疗云”服务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越
来越多患者的选择。 随着“医疗云”的普及，
后续的购药用药能否提供“云”服务，消费者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1 月 13 日， 全市首家
“云”药房———上药云健康益药“云”药房旗
舰店在徐汇落地，标志着“医疗云”和“药房
云”全面打通，实现了就医、购药全程“网
办”、足不出户。

目前，全国已经有 900 余家互联网医院，
为打通药品供应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徐汇
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互联网 + 药品零售”试
点，加快推动 “云”药房这一药品零售新业
态的建设。 针对现行的《药品管理法》《互联
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并未对‘云’药房
设立的条件和标准予以明确的情况， 徐汇区
市场监管主动对接市药监局听取专业意见，
召开医院、药房、监管部门、专家四方座谈会
开展安全评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历
经 3 个月的探索，上药集团旗下的首家“云”
药房在徐汇落地。

“在以往互联网医院问诊的过程中，诊疗
的问题解决后， 医院的电子处方通过系统对
接到达药店，作为医院药房的延伸仓，药店把
医保用药、院内用药快递给病人，但病人需要
的自费药却要跑到药店凭处方购买。”上药云
健康益药“云”药房旗舰店负责人刘斌告诉
记者：“有了‘云’药房，老百姓就不需要拿着
处方再跑一趟药店， 只需要在家里等，‘云’
药房会把自费药也送到患者手里， 因为互联
网医院的系统和电子处方系统直连到了
‘云’药房的后台，这样一来，患者处方单上
的医保药和自费药都得到满足。 ”

“云”药房突破了传统药品“面对面”的
销售模式，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线上，为确保消
费者买到“放心药”，市场监管部门结合网上
经营的特点，为“云”药房“量身定制”了一
套监管标准。如，传统药房仅需对患者提供的
纸质处方进行审核， 而云药房必须对处方的
来源、 完整性、 配伍禁忌等方面进行全面审
核，确保处方真实可靠。 再如，要求“云”药房
建立药品采购 - 仓储 - 运输的全链条信息

化系统，通过对接市场监
管部门的“智慧药房”系
统，以监管部门的“全链
条”监管，为百姓用药的
“全过程” 安全保驾护
航。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
有关领导表示，“云”药
房的启动，只是徐汇区推
动 “互联网 + 药品零
售” 建设的一次积极探
索。市场监管部门将始终
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根
据试点情况，持续完善优
化“云”药房的许可和监
管要求，既留足发展空间，又看好边界底线，
助推更多的“互联网 +药品零售”企业设立，
让更多的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享受到新业态带
来的健康红利。

目前，该药房正在积极对接龙华医院、眼
耳鼻喉科等相关医疗机构开展合作， 有望年

内正式营业，为消费者提供就医、购药“一站
式”网办服务。 刘斌说：“在获得患者确认后，
药房就可以通过‘云’端，实时接收患者在医
院就诊后的电子处方，我们将在 24 小时内派
专业人员， 准确、 安全地将药品送到患者手
上。 ” （东方网）

“一纵三横”让未来出行更便捷
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据市发改委说， 为发挥虹桥枢纽外围配
套“一纵三横”快速路的整体功能，支撑虹桥
商务区的可持续发展，均衡快速路路网流量，
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
获批。

该项目位于闵行区、徐汇区和松江区，西
起嘉闵高架立交，东至漕宝路桂平路交叉口，
全线采用地道＋高架的组合形式，双向 6 车
道，全长 7.18千米。

新建主线快速路，西起嘉闵高架，东至桂
平路，全线采用地道＋高架的组合形式，采用
双向 6 车道建设规模，全线设嘉闵高架、S20
外环和中环 3 座互通立交， 中春路以西、合
川路以东和莲花路以西共设置 3 对快速路
出入口。

同时改建地面道路，西起 S20 外环漕宝
路交叉口，东至漕宝路桂平路交叉口，采用双
向 6快 2慢建设规模。 （上海发布）

11月 4日， 徐汇区举行城运中心启用仪
式。 区委书记鲍炳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
忠， 区委副书记钟晓咏等领导共同见证了徐
汇“一网统管”从 2.0 到 3.0 的迭代升级。 区
领导俞林伟、秦丽萍、卫岚、毕桂平参加仪式
并为第二批企业联盟颁发聘书。

今年年初， 徐汇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目标，集结业务
骨干、专业团队、企业联盟开启“百日会战”，
完成了城运中心大厅改造，初步构建了“一屏
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一云汇数据、一人通全
岗”的城市治理体系，让徐汇“一网统管”建
设迈上了新台阶。

方世忠在介绍城运平台 3.0 版时指出，
“一网统管”是城市治理的“牛鼻子”工作，一
年的谋划，百日的会战，徐汇牢牢把握以人为
本、整体政府、智慧治理三大核心要义，着眼
“高效处置一件事”， 聚焦实战管用， 基层爱
用，群众受用，建成了大平安、大建管、大市场、
大民生四大城市体征的“一梁四柱” 城运平
台，打造了具有硬核能力的数据、算法和业务
三大城运中台，形成了“7*24小时”的两大融
合指挥系统和移动端“汇治理”实战基座。

通过“汇治理”小程序用“手机图文”的
形式投诉人行道上共享单车的乱停放问题，
能在 35分钟得到处置完成的反馈信息，这其
中不仅蕴含的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更
体现了“一网统管”的系统下以市民参与治
理为“起点”，以市民满意度为“终点”的闭

环运行；小区僵尸车认定困难，处置部门责任
不清，存在推诿和处置时间较长等问题。流程
重塑后， 通过各个部门的联勤联动实现了高
效处置，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了 3860 件相关案
件，处置越来越高效，背后隐藏的是政府部门
正在从“部门化政府”向“整体性政府”转
变，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跨界合作，以协作机
制来应对政府职能碎片化的问题， 不断增强
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责任性；半夜里，小
区门卫是否脱岗，你未必可以看到。独居老人
长时间没有离开家门，社工也难以及时注意，
但是 AI 机器人则会自动预警， 给后台以提

示，确保小区和百姓的安全，这是数据和算法
在实时赋能城市管理，24 小时默默守护徐汇
的每一天。 疫情期间火线开发“汇治理”疫情
防控系统，累计访问次数破亿，并成为全区统
一移动端入口。

在此基础上， 推出涵盖全区近万家沿街
店铺的智慧商铺“汇商码”，赋能市场监管和
企业服务。同时，开发“12345”热线智能感知
系统，用数据分析代替经验判断，“12345”热
线处置考评始终排名全市前列。

下一步，徐汇在区“一网统管”3.0 版平
台运行的基础上，将坚持“应用为要、管用为

王”，按照“三级平台、五级应用”架构，进一
步做实做强街镇城运中心功能， 力求在最低
的层级、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解决最
大的关键问题，实现综合效益最佳。

区城运平台的正式启用， 标志着徐汇的
“两张网”建设站在了新的起点。 徐汇将继续
深入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开拓创新、善作善成，努力打造
符合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要求的一流城运中
心，向“卓越徐汇、典范城区”的目标不断迈
进，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海徐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