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 2017 年大数
据发展总指数37.63，
居全国第11位，政务
数据开放指数18.25，
居全国第5位。济南
政务数据开放水平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并
荣获政务数据开放
“数开丛生奖”。

下一步，济南将按照政
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
做好“群众办事一站
通”“市民出行一路
通”“居民健康一卡通”
等“六+N”个智慧应用
专题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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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空间规划改革，不同于以往简单制定

一纸规划，而是把省域作为一个整体，打

破部门壁垒和区划分割，优化空间布局和

资源配置，建立统一的规划体系、统一的

信息平台，用生态红线限定开发边界，把

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保

规划等多规合一，绘就一张蓝图。

一张蓝图激活
城市发展潜能

6版

□ 王鹏淇

手机APP上点一点，就能实时

查看社保、公积金、交通违法等各种

信息；眼睛眨一眨，就能实现多项政

务服务的“马上办”；卡片刷一刷，就

能互通查询其他医院的就诊情况；鼠

标点一点，就能使企业发展遇到的资

金难题迎刃而解……

在山东济南这样一座传统历史

文化名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兴前沿技术的深入运用，以此

为基础构建起的智慧泉城，正飞速地

融入社会各个层面，改善着泉城市民

的生活，满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迫切需求。早在2011年，济南市

就提出了建设智慧泉城的目标。行

至当下，济南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实现

了怎样的突破？济南人的生活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城市管理又将会迎

来怎样的突破？

智慧城市建设一直
走在前列

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济南市可

以说一直走在前列。作为全国较早

启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之一，济

南市2011年就提出了建设“智慧泉

城”的目标，并通过软件名城、政务云

中心等一系列试点示范工程，将信息

化发展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但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

展，传统的智慧城市建设体制机制创

新滞后、项目建设缺乏实效、数据资

源孤立分散等问题逐渐暴露。通过

系统规划、打破数据壁垒推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的

新型智慧城市概念应运而生。

2018年1月8日，智慧泉城建

设工作被写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

告，并于3月18日印发了《济南市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18—

2020年）》，作为未来3年济南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为全力

推动智慧泉城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济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王忠林也多次作出书面批示，要打

造有温度、会呼吸的智慧之城。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济南已经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目前济南市

已经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作为提高

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人民

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促进数字经济

引领发展的系统工程。”济南市经信

委副主任赵炳跃表示，“下一步，将按

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做好‘群

众办事一站通’‘市民出行一路通’

‘居民健康一卡通’等‘六+N’个智慧

应用专题建设任务。”

软硬兼顾打造信息
共享体系

智慧城市建设，既需要有先进技

术以及数据的支撑，同样也离不开基

础设施的建设。只有通过科学规划，

将硬件与软件有机结合，才能使智慧

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有理可

循，使城市实现智慧化运行。济南智

慧城市建设成果的取得，也正是因为

实现了硬件和软件的完美融合，而这

两大平台分别就是智慧泉城运行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智管中心”）和城

市大数据中心。

如果把一座城市当作一个人来

看的话，那智管中心当之无愧地称得

上城市管理运行的大脑。作为集城

市运行管理、政务参观体验、部门协

调联动、城市预测仿真、现场应急指

挥和重大活动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

平战结合的物理平台，智管中心已经

可以实现综合呈现、协同联动、应急

指挥、专题应用等多种功能。

在智管中心，大屏幕从左至右分

别是泉城联动指挥平台平时监控、智

管中心综合情况以及“四五四”专题

情况。最左侧的平时监控区域，几个

视频窗口实时播放着交通运行、重点

监测等各种情况；中间最显眼的位置

则跳动着一串数字——当日12345

热线情况，而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

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也一一

展示在侧；最左侧则显示了四个中心

建设、五项重点工作以及四大攻坚战

的各项数据。在这里，从宏观经济数

据到各行业细分数据都可以一调而

出，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济南城市运

行的方方面面在这里一目了然。

有了大脑，如果没有充足的血

液，大脑只会因为“缺氧”而难以运

行。对智管中心来说，数据就是血

液。依托荣获国内首个“先进级”评

估（最高级）的济南政务云平台而建

设的济南城市大数据平台，为智慧泉

城的运行提供了充足的血液。据了

解，围绕智慧城市建设，通过积极推

进政务数据开放与共享，目前已梳理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3769个，其中可

共享目录3680个、可开放目录3220

个；已推进实现59个部门、1169个

数据集，数据量近2000万条面向社

会开放共享，是全国一次性开放部门

数据量最多、数据集最大的城市。

据“2018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权威发布，济南市2017年

大数据发展总指数37.63，居全国第

11位，较2016年大幅攀升11个位

次。政务数据开放指数18.25，居全

国第5位，较2016年大幅攀升23个

位次，济南政务数据开放水平进入全

国第一方阵，并荣获政务数据开放

“数开丛生奖”。而在大数据民用指

数评测中，济南市的排名也再进一

步，居全国第14名。

信息惠民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有了济南市智慧泉城运行管理

中心和城市大数据中心作为支撑，结

合互联网实名认证技术，济南市携手

浪潮集团推出了统一的移动惠民服

务平台——爱城市网APP，市民用

手机一点即可随时随地解决查询、办

事服务、民生互动等问题，极大地便

利了居民生活。目前，爱城市网

APP已经开通了共计60余项便民服

务，包含了五险一金、个人所得税、房

产业务、车辆违章、办事网点、好运巴

士实时公交等多项查询服务；医院挂

号、不动产预约、出入境证件办理等

在线预约服务；在线缴纳水费、电费、

燃气费、暖气费等生活缴费服务。下

一步，“爱城市网”APP还会上线公

交实时查询、预防接种等与民生息息

相关的功能，让更多市民便捷地享受

到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在公共服务方面，济南市也在一

路快跑。比如，在群众办事方面，

2018年要确保80%以上具备全流程

网上办理条件的事项纳入政务服务

网和手机APP办理。截至7月 10

日，已经基本完成1165个事项上网

运行，并同步完成各部门631个事项

上网运行事项可行性现场确认工作；

在医疗健康方面的目标则是打通结

算业务应用数据接口，促进卡结算业

务应用整合，基本实现预约挂号、诊

间结算、健康档案查阅等功能。据了

解，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电子健康卡

试点城市，济南市于6月22日举行了

山东省暨济南市居民电子健康卡首

发仪式。目前，已经调研完成37家

医院信息化系统、网络和前置机上架

环境并开始6家医院数据抽取工作。

企业同样享受到了智慧城市建

设所带来的便利。为了切实促进企

业发展，让企业享受到智慧城市建设

所带来的红利，2018年，济南市建成

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线上金融服

务平台。截至7月10日，市经信委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积极为一贷

通提供风险资金及转贷引导基金；金

融服务平台开发完成，企业端、银行

端、政府端均已全部上线，齐鲁银行

产品已纳入平台，一贷通APP完成

设计、研发、测试并已发布。从6月1

日上线以来，截至7月17日，一贷通

平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打通8家

政府数据，与2家银行进行合作，发布

4款金融产品，小微企业注册1700家，

通过小微企业授权成功调用1.3万条

政府数据，成功为735家小微企业完

成9400万贷款。

综合调度智慧管理让
城市更美好

通过对政府服务资源和数据资

源的不断整合，融合分析政府数据、

社会数据以及各项实时数据，城市管

理也迎来了全新突破。目前在城市

管理方面，综治、城管网格已经基本

介入智慧泉城运行管理中心，环保网

格也已经处于调试阶段。交通大脑

项目基本需求初步确定，测试运行环

境搭建完成，项目功能汇总梳理，云

环境、地图可视化平台搭建完成，其

中交通大脑先行项目边界设备等物

理环境已完成部署。

各部门也充分利用信息化，不断

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在

交通出行方面，通过整合互联网数据

及交通管理资源，搭建集成联动平

台，目前已经初步实现城市快速路、

主干道交通态势实时发布，同时通过

在城市快速路匝道设置诱导屏，实现

了快速路出行诱导；而在食品安全管

理方面，随着企业上云的不断深入，

很多企业已经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实

现食品追溯链条、索证信息、食品风

险的查看。

在公共安全方面，济南市计划利

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体系，汇集全市公共区域视频

资源，提质增量，补点扩面，提升终端

感知能力。目前先行项目重点视频

接入调研完成151家，线缆敷设完成

100家，平台对接完成57家，已接入

1170余路视频。通过视频解析大数

据平台，加强统筹联接和计算，促进

深度应用，可以实现事先预警、远程

治理、特殊人群监管、重点青少年管

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校园及周边

安全防护和重点场所行业监管等功

能，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效率和效能，

形成“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

格”的全方位管理体系。

“智慧泉城的建设，从全国来讲

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实现了多方

面的创新。比如，在体制机制方面，

济南市政府与浪潮集团的合作，走出

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运营的全

新路径。”浪潮集团执行总裁陈东风

说，“而且作为一项复杂的长期工程，

在建设过程中也实现了国内外先进

技术的融合。而由运营主体投资，完

全市场化运作，在模式上也是一种创

新。”赵炳跃表示，智慧泉城的模式实

现了可拷贝、可复制、可成型，“真正

做到了‘当好排头兵 走在最前列’。”

随着智慧泉城建设的不断深入，

未来的济南将持续释放智慧城市的

潜力，从智慧角度提升城市的宜居度

和人文关怀，为济南的新旧动能转换

提供有力支撑，真正实现“优政、惠

民、兴业”的总体建设目标，让更多的

人爱上这座更加懂你的“智慧城”。

□ 齐中熙 赵 健

无论路上有人没人，车多车少，路口

的红绿灯依旧按部就班地变换着通行信

号，让行人和车主干着急……

这种情况其实在城市中司空见

惯。交通领域专家和从业人员认为，破

解城市交通难，不只是多修几条路那么

简单。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

科技手段，给交通管理装上“智慧大

脑”，成为新时代缓解城市拥堵的重要

课题。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视员李泽军

日前在“互联网＋城市交通管理创新论

坛”上介绍，目前，全国机动车超过3亿

辆，驾驶员接近4亿，汽车年增量突破

2800万辆，驾驶员每年新增3000多万

人，机动车、驾驶员总量增量均居世界

第一。“这种形势下，亟须树立社会治理

新理念、新思想，充分发挥科技、法制、

文化力量，推进交通管理与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深度

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交通管理新格

局。”他说。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与交通互联

网企业开展这样的尝试。在广东省中山

市，市区全部143个路口的红绿灯都已

经接入了高德交通“大脑”，在“大脑”调

控、指挥下，让中山的红绿灯“活”起来。

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集团总裁

刘振飞表示，高德提出用“大脑治堵”这

一创新型解决方案，通过给城市装上智

慧“大脑”，重塑人车路，为城市交通治理

提供解决之道。

高德交通“大脑”是怎么让红绿灯

“活”起来呢？

例如，南北向路上有5个红绿灯，

其中中间路口等待的车辆最多。“大脑”

通过摄像头、红绿灯全局感知到这个

路口拥堵情况，测算出拥堵时长、拥堵

长度等，按照全局调节的思路制定一套

配时优化策略，将这个路口的绿灯配时

延长，并相应地把其它几个路口的绿灯

配时缩短，这就使拥堵路口的通行效率

提升。

数据分析显示，中山红绿灯全部接

入“大脑”之后，2018年一季度，市内通

行速度环比提升了5.7％，行车过程中停

车次数下降了8％。

“智能的配时优化，同时随着交通流

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实现实时、智能配

时。调节频率也会从之前的不变化，到

几个小时调整一次，甚至几分钟就调整

一次。目前杭州萧山已经能做到每15

分钟调节一次。”刘振飞说。

打造有温度会呼吸的智慧之城
山东济南通过系统规划打破数据壁垒，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

新型智慧城市概念应运而生

缓解城市拥堵
给交通装上“智慧大脑”

长三角合力打造
G60科创走廊
G60科创走廊历经1.0版本的松

江区“一廊九区”和2.0版本的松江、

嘉兴和杭州三地，目前正朝着3.0版

本的“一廊一核多城”迈进，其区域范

围将涵盖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松江、

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

湖、合肥。G60科创走廊是利用长三

角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高校

科研机构集中等特点打造的区域协同

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将成为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图为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沙盘前，

参观者听取建设规划介绍。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江苏南通地处江海之会，生态禀赋得

天独厚，近年来为保护好长江沿岸片区，

“原生态”修山治水，曾经远离的鸟语花香

正在回归。近期，在京召开的中国森林风

景资源评审会上，南通五山公园跻身国家

级森林公园之列。

用“原生态”修山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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