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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务：“经营”城市的智慧“驿站”

从“管理”城市迈向
“经营”城市

所谓“智慧”，并不只是一个隐喻的说

法，而是实实在在的现象。“智慧政务”重

在用智慧的信息科技帮助城市培育一个

“大脑”，将城市经营起来。

淮南市龙湖路和顺风路交口，一堆垃

圾被遗弃在路边的小角落里。当环卫工人

还可没来得及赶到这里，数字化城管监督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在大屏幕上看到了

这一幕，他们立即调派采集员赶赴现场，

通知专门人员处置，然后在同一位置拍照

片反馈至中心对比。

整个执法过程只花了不足 10 分钟时

间，这便是“数字城管”带来的效率。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我们就

是要运用数字技术，来服务城市管理！”淮

南市市容管理局督查机动大队队长朱涛介

绍说，目前淮南市共有49个涉城部门单位

被纳入数字城管体系，明确了市、区各城

市管理部门的职能职责，从根本上解决了

过去城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各管一头、

职能交叉、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

特别是，淮南的数字城管系统在国内独创

了重大案件、疑难案件督办两大子系统，

增强了数字城管系统考核评估的准确性，

提高了处置城市管理疑难问题的效率。

面对眼前一个大的电子屏幕，朱涛笑

着告诉记者，几天前的一个下午 5:30 左

右，他们通过‘数字城管’监控发现广电

局楼下马路上一段护栏被撞坏了，后来，

“数字城管”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交通护栏在不同的使用期隶属于不

同单位，靠人工登记很是麻烦。这时，我

们通过‘数字城管’查询到这一段已经属

于交警部门管理，于是立即通知交警，随

后，部门联动，赶在下班高峰到来前就迅

速处理好了。”

作为“智慧政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数字城管”是安徽电信对“智慧政务”的

最早探索。

负责该项目的安徽电信政企部高级项

目经理杨奇告诉记者，目前我省12个地市

已实施或正在实施“数字城管”项目，对

我省城管建设和现代化管理起到了积极作

用。

手机操作的一朵
“政务云”

无纸化办公，曾是一度的追求，移动

数字化办公，让政府部门真正告别了“纸

笔当家”的时代。

安徽宿州市市政府，办公室文秘科科

长朱红波开了自己口袋里的一部看似平常

的手机，一张电子版的人事任命文件立刻

呈现在记者面前。

“以往，如果在市领导出差在外时，

有重要文件需要签发，只能暂时搁下，仅

此一项就要耽误很多时间，并对后续工作

造成影响，现在不一样了！”朱红波告诉

记者，现在，领导在何地出差，遇到需要

阅读以及签署文件，只需用手机登录电子

政务平台，即可随时随地阅览和签署意

见。

聊起“智慧政务”这个应用平台，宿

州市信息中心主任陈为民也是意犹未尽。

“原来是从在纸上一页一页地翻，变

成了鼠标和页面一点一点地拉。原来，提

高政务办公的效能，还可以如此简单。”侃

侃而谈的他告诉记者，宿州市电子政务系

统投入运行一个多月来，目前全市600多

家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均实现接入网内并

使用电子政务办公系统，通过网上进行公

文、会议通知、期刊信息等政府事务的传

递。

“打造智慧政务模式，编织一张智慧

政务网，基于信息技术形成一朵‘政务

云’。”安徽电信政企部高级项目经理姜越

向记者透露，目前，安徽省已经有5万多

名公务员通过“智慧政务”实现了移动办

公。而办公效率的提升，最终带来的不仅

仅是公务员队伍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更有为民服务的高效。

记者了解到，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涉及

多个部门和多个领域，当前仍然存在行政

部门垂直管理造成的信息壁垒。专业人士

则认为，今后需要打造跨部门的信息共享

平台，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加强统筹协

调，探索全新的业务协作运行模式。

名言警句：“聪明能帮助自己，才智

是指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帮助了别

人，智慧就是两者皆顾下还能给社会带

来好处!”——中国

穿梭在当下的城市之中，交通越来

越拥堵、市容市貌期待提升......种种“城市

病”让美好的城市生活开始打起“折扣”。

谁来破解这道复杂的课题？

“智慧政务”概念随后被推到了时代

的面前。城市管理者的不断拓展自己的

思路，电子政务、平安城市、监管执法等

等应用渐渐呈现在城市远景图里。

当智慧和城市一旦碰撞，“驿站”迅速

建起。暮然回首，你会发现：城市，已经

从需要“管理”升级为了接受“经营”的时

代了。

许敏 特派记者 何曙光 文/图

“司法E通”：
烦恼后的一脸微笑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司法E通”

值得一提。

在淮南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

室，工作人员崔健刚打开电脑，“司法E

通”上一行醒目的红色小字正在提醒：

请注意，以下几名社区矫正人员已经

越界!

随后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谓

“司法E通”就是给那些社区矫正人员

设置的“电子围栏”，只要他们的活动

范围超出了规定，立刻就会被监控

到。 这款由安徽电信开发应用“司法

E通”在淮南的上线，也是我省司法行

政工作向信息化模式转型的典型示

范。

同样受益的，还有淮南市综治办。

“对淮南来说，采煤塌陷带来了

‘历史的沉疴’，经济发展伴随着‘转型

的阵痛’，城市建设产生出‘成长的烦

恼’！”淮南市综治办指导科的王涛如

此评价他对社会管理的“见解”。

王涛面对眼前一组组数据，话锋一

转，微笑了起来。他解释说，如今的淮

南市综治办，“综治E通”帮助维稳综治

网格化向社会管理网格化延伸拓展，在

小网格向大网格转变的过程中，传统手

工操作也正式转为电子化管理。

记者获悉，目前该市各县区、乡镇

街道、城乡社区系统接入率100%，人、

地、物、事、情、组织等社会管理诸要素

综合信息数据采集录入率达到了90%，

其中，全市230多万人口的基础信息数

据采集录入率达92.71%，基本实现了社

会管理最基础要素的全覆盖。

淮南数字城管操作系统正在监控全市发生的大小事淮南数字城管操作系统正在监控全市发生的大小事

淮南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司法
E通”在提醒：请注意，以下几名社区矫
正人员已经越界!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淮南数字城管操作
系统

安徽宿州市市政府，办公室文秘科科长
朱红波开了自己口袋里的一部看似平
常的手机，一张电子版的人事任命文件
立刻呈现在记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