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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于“大数据”分析处理，让路口交通态势多元可视化；主
持开发电子监控、警务通、互联网服务等配套功能软件，保障

“文明出行，教育免罚”等措施落地，累计教育免罚45万余起；
依托福州交警微发布组织研发21项便民服务，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为市民提供便捷“指尖服务”……

从警20年来，陈澍见证了福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也
亲历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飞速发展。他不仅是福州公安交通
管理科研岗位的优秀工作者，还是一名信息化的行家里手，
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肯定，在交
通管理信息化、推广“放管服”改革创新、科技保障等方面做
出突出成绩，助力传统交通管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当好信息化“护航员”交管指尖服务“触手可及”

“懂技术，更要懂
业务”，这是挂在陈澍
嘴边的一句话。他经
常抱着业务规范从头
啃到尾，跟着窗口、路
面民警体验业务办理，
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问，经常追着交管业务
骨干沟通业务流程、规
范相关内容，提升业务
素养，为便民服务创新
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陈澍主持
开发电子监控、警务
通、互联网服务等配套
功能软件，拓展自助机
业务服务功能，保障

“文明出行，教育免罚”
等措施落地，累计教育
免罚 45 万余起。还依
托福州交警微发布组
织研发，推出预约处理
交通违法、申请违法复
核、货车通行备案等 21
项“指尖”便民服务，为
公众提供“全方位、全

天候、全时空”的公共
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实
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的目标，改
变之前市民到窗口办
理业务的方式，为市民
提供便捷“指尖服务”，
月 均 办 理 业 务 1.3 万
笔。

同时，陈澍还积极
参与“12123”交通管理
语音服务平台及全省
首家福州交警 24T 自
助服务中心建设，创新
业务办理窗口使用网
银、支付宝、微信等缴
费支付方式电子化，方
便群众办理公安交管
业务，大大缩短了业务
办理时间。

由于工作表现突
出，从警 20 年来，陈澍
曾获个人嘉奖 6 次，获
评市优秀人民警察 1
次、优秀公务员 8次、市
局优秀共产党员 2次。

陈澍深耕交通管理信息
化业务十余年，打造大数据+
智能交管，以科技导向、数据
赋能、服务实战为目标，构建
交管“e体+”智慧赋能模式，
不断提升公安交通智慧化管
理水平。

2020年在接到交通融合
指挥调度平台建设的任务
后，陈澍积极研究建设方案，
学习各地经验，在充分了解
基层勤务运行机制后，运用
信息技术将数据资源有效整
合应用，为信息化建设做技

术支撑，协调省厅、市局科技
部门，解决数据共享、车载
GPS定位数据实时性等疑难
杂症，整合道路视频资源，突
破技术难点，拓展各项应
用。通过强化大数据分析处
理能力，形成多元可视化交
通态势监测展示；强化交通
事件视频自动监测、分析、预
警，提升城区重要路口、路段
交通事件智能监测感知能
力，精确指导勤务实战化；配
备应急通讯指挥车、无人机、
摩托车载移动卡口等，支撑

“情指勤督”一体化交通管理
能力提升。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
展，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更好地服务实战。”陈澍
最大的感触就是如何才能将
科技转化为战斗力。作为部
门业务骨干，陈澍组织建设
了城区交通指挥研判室，借
助支队一体化指挥平台构建
高效指挥体系，打通全市交
通指挥体系数据流，第一时
间开展辖区主次干道、支路
和跨区道路排堵保畅，提升

区级交警指挥调度综合实战
能力和水平。

2020 年春节，疫情突如
其来，社会按下了暂停键，为
尽快恢复交管业务的有序办
理，满足群众的需要，陈澍在
人员紧缺，防控形势严峻的
情况下，牵头开发，吃住在单
位，加班加点，仅用 15天，上
线“车管所业务预约系统”

“满分学习、审验学习预约系
统”“营运车辆违法处理预约
系统”等三大系统，保证了疫
情期间服务市民“不停业”。

应用“大数据”分析 让智能交通全息可视化

研发“指尖”便民软件
让交管服务触手可及

陈澍是福州公安交管科研岗位的一名优秀工作者，擅于“大数据”分析，
并研发21项便民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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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晋）
9月5日上午，由福建省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福
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主办，省、市、区三
级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协
办的“共创食安新发展
共享美好新生活”2022年
福建省暨福州市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榕
举行。

现场通过视频方式，
展示了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街创建成效，公布福州市获
评2021年度省级“互联网+
明厨亮灶”示范单位名单，
共计 30家，并向示范单位
代表进行授牌。同时，由餐

饮企业和网络订餐平台代
表向餐饮服务单位发出食
品安全共建共享倡议。

据悉，从 2019 年起，
福建省连续三年在国务院
食安委对省政府的食品安
全工作评议考核中获得A
级。福州市持续深化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推出“一品一码”可追
溯管理、餐饮服务单位“互
联网+明厨亮灶”、网络餐
饮 e治理、风险预警平台、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等
食品安全监管新做法，推
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食品安全
多项工作均取得新进展。

30家企业获评省级
“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单位

当天，在建华社区的
中秋游园区，小朋友们拿
着黑色或白色的瓦片，全
神贯注地拼搭摆塔。随着
一块块瓦片不断叠加，一
个“瓦片塔”展现在大家眼
前，小朋友们还给“瓦片

塔”取了有趣的名字，分别
是“幸福塔”“快乐塔”。

“‘摆塔’的习俗，是福
州特有的，民间传说此习
俗源于明嘉靖年间，是百
姓为庆祝戚家军胜利。”据
福州民俗专家邱登辉介

绍，当时恰逢中秋节，百姓
把家中各色古玩、物品拿
出 来 ，摆 在 门 口 以 示 庆
贺。因老福州多寺多塔，
摆设品也多为古塔的模
型，故称“摆塔”，用瓦片把

“塔”摆得越高，还寓含步

步高升的意思。“以前，小
孩还会在叠得高高的瓦片
塔上放上干树枝，然后将
它点燃，火苗就会从‘塔’
中冲出，发出噼里啪啦的
声音，大家都会兴高采烈
地拍手大喊。”

海都讯（记者 陈江燕
通讯员 颜园金 陈成志）
昨日，“秋官郎”数字鱼丸
餐厅在连江魁龙坊历史文
化街区举行揭牌仪式，标
志着全国首家数字鱼丸餐
厅正式落户连江。

与传统“人挤人”的餐
饮小吃店不同，数字鱼丸
餐厅里增添了两个干净利
落的新成员——全自动鱼
丸烹饪机器人。机器人白
色的机械臂随着客人订单

的下达立即开始运作，抓、
倒、提、抖、放，整套动作下
来如行云流水，每台每小
时便可制作 140 份鱼丸，
高效卫生。企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对传统鱼丸
店进行数字化、机械化的
升级，能够更好地了解顾
客的喜好，进一步将鱼丸
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世
界，也将引导连江的鱼丸
文化走向更加“智慧”、更
加广阔的发展之路。

全国首家数字鱼丸餐厅落地连江

摆瓦片塔 吃鲤鱼饼
鼓楼水部街道中秋主题活动，玩出地道“福州味”

“双手上下握住……一
定要让面皮牢牢包裹住
馅。”老福州的中秋节，不仅
有月饼，更有美味喷香的鲤
鱼饼。近日在水部街道闽
都社区，一位老师手持食材
和模具，详细地教居民如何
选择材料制作鲤鱼饼。前

来参与体验的居民学以致
用，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捏
紧面团，再放入鲤鱼形状的
模具中。

“以前福州人过中秋
节，还有外公外婆买‘鲤鱼
饼’送给外孙、外孙女的习
俗。”邱登辉告诉记者，“鲤

鱼饼”蕴含了有两种寓意，
一种是鲤鱼很会繁殖，一次
可以生许多的鱼子，叫作

“放子化三千”，这显然是祈
求多子多孙；另一种象征鲤
鱼跳龙门，祝愿小孩新学期
学业上进，大有前途。

“过去鲤鱼饼的制作

比较简单，它没有馅，中间
还可以串上红绳，给孩子
们挂在胸前，挂着能够玩，
饿了还能吃，又好吃又好
玩。”邱登辉表示，如今的
鲤鱼饼有了很大的创新变
化，不仅有馅料，还十分重
视口味与形状。

特色鲤鱼饼 又好吃又好玩

摆塔庆中秋 寓意步步高升

N海都记者 陈琦 文/图

鲤鱼饼承载着中秋
的甜蜜和幸福，摆塔祈福
延续着民俗和礼节，除了
赏月、吃月饼，福州的中

秋节还有其独特的文化印
记。近日，鼓楼区水部街道建

华、闽都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一
同为群众开启充满浓浓民俗味的中秋

主题活动，活动以摆塔、制作鲤鱼饼、猜灯谜、
投壶、博饼、歌舞等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

孩子们正在摆瓦片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