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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三回望五年发展成就迎接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信阳迈向智慧时代

“数字城管”刚刚进入信阳人视
野的时候，很多人都有疑惑：数字

+

城管，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
模式？

据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张立
英局长介绍，“数字城管” 实际上指
的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创新的
一种城市管理“新机制”。通过将城
市以万米网格的形式进行划分，为
城市每一个诸如井盖、路灯、垃圾箱
等等在内的“城市家具”配上独有的
数字“身份证”，准确清晰地界定管
理职责；通过建立“第三方”的监督

队伍，对城市管理问题实行“主动介
入”，解决以往管理方式中工作部门
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矛盾
关系； 通过把涉及到城市管理的各
职能部门全部以“互联互通”的协同
网络进行连接， 将监督指挥模式以
“信息引导” 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电
话、书面命令方式等等，建立起“迅
速快捷、责任明确、高效监督”的信
息化工作模式。“数字城管” 最大的
作用， 就是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
来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方式的根
本转变，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

城管”格局的真正形成。

自
2014

年建成运行至今， 信阳
“数字化城管”经历了由不认识到达
成共识， 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综合
业务数据的转变。 随着不断演进发
展，在“智慧城市”大背景下，充分运
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主流
技术，“数字城管”正积极朝着“智慧
城管”的方向扬帆起航。

那么，“智慧城市” 范畴里的数
字化城市管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管
理模式？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
神秘的面纱

!

2016

年
7

月
25

日，

7

时
50

分。

万婉青如往常一样走
进信阳市城市数字化管理
中心监督指挥大厅，换好工
装，戴上工卡，进入坐席，开
始一天的工作。

“您好，请讲！ ”

……

“您的问题已经记录，

我们会通知相关单位进行
处理，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
作的支持！”

8

时
05

分， 万婉青接到
了当天的第一个群众热线
电话，反映的是平桥区龙江
大道信阳万富油脂厂附近
私搭乱建问题。

“电话响起
2

声内，我
们必须接听，并在

3

分钟内
完成问题登记和批转。之

后， 我们会立即通知附近
的信息采集员， 由他们去
现场核实是否真实准确。

经过确认后，我们会将问题
派遣给具体的管理单位，

由他们派人去处理。”万婉
青告诉记者。

如果用人来比喻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那么万婉
青工作的监督指挥大厅就
是这个系统的“大脑”，一条
条光纤就是传导“神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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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信息采集终
端就是“耳朵”和“眼睛”。每
天，通过各种渠道采集的城
市管理问题，都会通过“神
经”网络，汇聚到“大脑”中
枢，经过“立案、派遣、反馈、

核查、结案、评价”的闭环处
理流程后，得到快速、有效
的解决。

1.

7

月
26

日，

7

时
30

分，王艳拿上“城管通”手
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她负责的火车站区
域附近的“

8

号网格”内，每条道路、每块绿地、

每个窨井、每个垃圾箱……她都会仔细查看，

一旦发现问题，她就会拿起“城管通”拍照，将
现场照片、 视频或是声音及时传送到监督指
挥大厅。

“我们就是城市的‘侦察兵’，这个网格就
是我们的‘阵地’。”王艳笑着告诉记者，“我每天

都要在网格内巡查
4

遍， 主要工作就是查找问
题。公司会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考核，如果有的问
题被群众发现了，而我们没发现，绩效就会受到
影响，所以一点也不能马虎。工作是很辛苦，但
是也很开心，毕竟是给大家做好事嘛！”正值盛
夏高温天气，见到王艳的时候，她“全副武装”

地穿着长裤、戴着袖套和遮阳帽，汗水早已打
湿了衣衫，但脸上的笑容却那么真实。

“传统城市管理发现问题的方式，主要依

靠职能部门的巡查和公众举报， 很多时候是
在已经影响到群众的生活以后， 才会被动地
去处置， 而‘数字城管’ 实行的是‘主动介
入’。”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参与者李
彬介绍说，“通过精确定位， 我们将城市细化
为若干个工作网格， 各个网格派驻信息采集
员，同时加上移动信息采集车、视频监控等多
种发现手段，全天候、无缝隙地主动发现城市
每天发生的动态问题， 并分类派遣到相应的

责任部门限时完成处置， 努力做到在群众打
投诉电话之前，就把问题主动解决掉。”

目前， 我市共有
78

名像王艳一样的数字
城管信息采集员。 他们既不属于政府监督部
门，也不属于执行部门，而是政府购买“第三
方” 监督服务。他们的出现，一方面可以真实
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动态情况； 另一方面可以
有效避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政思想，

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

2.

7

月
28

日，

9

时
12

分。

市供水公司热线班长马玲的“处置通”手
机收到了市数字城市化管理中心派出的一个
“单子”———光明路平桥区消防大队东北

5

米
处一个消防井盖发生移位。

9

时
13

分，马玲把这个“单子”的文字、图
像、

GPS

坐标转发到公司的微信群中，并立即
通知工程调度人员。看到信息后，调度人员当
即联系附近的工程人员前往处理。

9

时
25

分，

工程人员在微信群中回复：“已经处理完毕。”

一个城市管理问题，从接单到办结，耗时

不到一刻钟， 这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手段根本
无法比拟的。

“这个月截止到现在， 我们共接到
40

多
个‘单子’，目前已经全部按照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办结。我们把‘处置通’接件办结率与
部门绩效考核挂钩， 每周二的生产例会，各
部门负责人都要逐一汇报自己责任范围内
案件的办结情况。” 该公司信息部肖部长告
诉记者。

“只有责任明确，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
行起来才会丝丝入扣。”李彬说，“数字化城市

管理平台一头连着城市内的细小网格， 另一
头则连着

40

多个涉及城市管理的部门和辖
区，形成了一个多单位共同参与的‘大城管’

网络。通过前期数据普查和确权确责，我们将
各项问题的管理责任与相关部门一一对应，

‘谁的孩子谁领走’，将权属进一步清晰、责任
进一步明确，有效避免了‘职能交叉、权责不
清、推诿扯皮’等传统管理弊端。”

而早在“数字化城管”建设之初，乔新江
书记就提出数字城管必须建立“高位监督”的
管理模式， 要用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促进问题

的落实， 让群众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得到真
正解决，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系统运
行后， 成立了由他亲自担任组长的信阳市城
市管理领导小组， 并将全市凡是涉及到城市
管理的单位“一把手”全部纳入小组，定期对
各部门处置情况进行通报考核， 及时评价绩
效。系统上线以来，通过“高位监督”的实施，

信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共采集、 受理城市管
理问题

25336

条，派遣处置
23774

条，一批城市
管理的陈年旧账得到了集中解决， 市容环境
逐步改善，城市品位明显提高。

3.

7

月
29

日，周五，

18

时
10

分。

数管系统开始转入值班模式， 忙碌了一
周的人们，满心期待着难得的周未假期。而此
时，数管中心的小会议室里，例行的数据分析
检讨会却刚刚开始。

“系统本周上报问题
3175

件， 派遣
3084

件，系统各应用服务器工作正常，

CPU

使用率
约

7%

，物理内存
40%

左右，各盘存储空间足
够，能够满足系统日常使用，未出现卡顿、宕
机等异常情况……”

“

Oracle

数据库表空间使用率不到
90%

，

磁盘存储空间足够，归档日志未发现异常。日
常用户连接数

167

左右，并发数
48

，未超过系
统设置最大连接数，数据库服务正常……”

“四一路、中山路周边楼宇较多，对
GPS

信号造成影响， 上周发现多起案件上报过程
中

GPS

获取位置异常， 建议不仅通过
GPS

卫
星，还应通过基站进行定位……”

“不能通过基站定位，如果基站定位就需要
连接外网，会影响系统，特别是数据安全，法律

规定也不允许。 我认为个别位置获取不到的情
况下，完全可通过手动来补充位置信息……”

几个年轻人在会议室里争得面红耳赤。

像这样的争论，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上演。不断
地找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数字化工
作正是这样在信阳生根发芽， 并逐步完善壮
大。伴随着我市数字城管建设进程，一支专业
的信息化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运
行磨合， 日益成长为我市智慧化城市建设的
中坚力量。

“这是一支年轻的、 充满了朝气的队伍，

也是一支有美好愿景的队伍。 在前期缺少专
业人才、 本地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 通过
‘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
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并顺利运行。今后，

我们会不断加大人才引入力度， 强化宗旨意
识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努力打造一支‘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专业化队伍，为我市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专业人才储备。”市城管局副
局长杨传海这样告诉记者。

4.

本版摄影：郝光王哲

信阳市城市数字化管理中心监督指挥大厅

信息采集员在负责的网格内查找城市管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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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客服受理城市管理问题

出行前， 可通过公共视频获知前方交通
状况，消除交通拥堵的“城市病”；出门再也不
用带上停车卡、小区门禁卡等诸多卡片，一张
市民卡就能刷遍全城；拿出手机，就可以查询
到附近的公交站点、公共自行车网点、公厕的
位置……在城市管理转型升级， 城市管理者
倾力提升城市精细化、规范化、智慧化水平的
背景里，信阳关于“智慧城市”的梦想，正一点
一滴地积累和成长，上述这些美丽的愿景，在
不远的将来有望一一实现。

2015

年
12

月，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

出要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
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
务智慧应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随后，河南
省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更是明确要求，

2017

年全省各市县全部建成数字化城管系统，并
逐步向智慧城管升级。

“‘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托的是数据的
积累和资源的共享， 在几年的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建设运行中， 信阳已经完成了对
全市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普查和编码工作，

为构建城市管理综合数据库奠定了坚实基

础。”“智慧城市”专家、郑州大学教授张震
这样告诉记者，“下一步应该充分应用物联
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有机整合‘感
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等功能，持续向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精细化、 智慧化城市
管理升级。”

据悉，目前，我市已经实现了一期数字化
城市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行，二期项目将进一
步扩展系统的覆盖范围，更多的智慧化应用
建设项目也将陆续启动运行。各县的平台建
设中，新县、商城已经提出了“智慧城市”的

建设思路，罗山、淮滨等县目前正在着手数
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方案的编制。随着各
项工作的稳步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将逐步在信阳大地形成全面覆盖。而随着更
多的“数字化、智慧化”的应用平台建成，将
会让城市运行更科学、 城市管理更高效、城
市生活更美好，一个新的城市“智慧时代”即
将开启。

我们期待———

2016

，我们的“智慧城市”，更高效、更集
约，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5.

热情洋溢的信息采集员队伍

本报记者胡瑜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