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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数字化场景应用
便利市民生活

“日常出行时，在‘郑好
办’APP上操作一下，就可以
知道附近的停车场有多少位
置。我常用的还有无感停车、
病例互认、景区预约等功能，
越来越能感受到智能生活带
来的便利。”郑州市民樊先生
告诉记者。

4月15日，记者在手机软
件市场搜索“郑好办”APP，显
示安装已有532万次。不难发
现，链接着118个场景的掌上
城市综合服务平台“郑好办”
已经融入郑州市民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之中。

据了解，“郑好办”自2020
年3月20日上线以来，以“全
方位、多维度、有温度”为方
向，目前上线运行的政务服
务、便民服务已达到近550项；
疫苗预约接种、公积金提取、
契税补贴申领、居住证申报、
水电气暖办理等和生活息息
相关的事项均实现居民“零跑
动”和“掌上办”。

如今，郑州已经在交通、
医疗、环境等多领域应用数字
化场景，全面开启智能化时
代。为实现公共交通、信息查
询、网络购票等“处处畅通”，
以“郑好办”为服务端口，郑州
智慧停车系统已将该市的路
侧停车泊位和95%的封闭停
车场近30万个停车泊位接入
系统，泊位接入率居全国首
位，实现“全市一个停车场”。
另外，该市搭建的全市统一移
动办公平台“郑政钉”实现政
务数据与业务的贯通，提高了
政务业务办理效率。

除了办理业务、智慧交通

等，智慧医疗也是应用广泛的
场景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健康码等各类智慧
应用成为公众出入场所的必
备项目。同时，记者了解到，
在医疗方面，郑州搭建了“上
车即入院”的“120智慧通道”，
在患者上车后，全科医生可以
查阅到市民的电子健康档案，
掌握患者的基本健康状况与
既往病史，车内检测的心电图
数据同步上传到院内系统，院
内医生可以提前判断，为患者
就诊做准备。

郑州市民张先生说：“人
们打120的时候，通常都是遇
到很紧急的状况。大家通过
云端系统的‘一键呼救’能够
随时查看急救车跑到哪儿了，
这样患者及亲友在应急时可
以安心等待救援，为生命增加
了一层保障。”

业内人士认为，郑州城
市大脑项目的建设，提升了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构建
了支撑郑州特大城市治理的
公共服务、交通治理、环境治
理、风险应对等方面的能力体
系建设；在数字化建设的过程
中，做到了为百姓谋福利，群
众在参与社会活动中有获得
感、幸福感。

强化顶层设计
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赋能

如果从2013年国家公布
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来算，智
慧城市落地至今已近8年。从
数量来看，2019年德勤咨询发
布的《超级智能城市2.0:人工
智能引领新风向》显示，中国
超过89%的地级以上城市都
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在建总
数为500个，接近全球智慧城
市建设数量的一半。2020年

11月，工信部发布的《数字孪
生应用白皮书》中提出，到
2023年，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1.3万亿元。

无论是应对疫情挑战，还
是全面构建智慧城市，随着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的发展，以新基建发展
为基石，数字化、城市大脑建
设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显得尤
为重要。

让城市更聪明一点、更智
慧一点，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称，近
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数字经
济发展，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河南省
会城市的郑州，为何能在短时
间内跑出城市数字治理指数
排名全国第七的好成绩，进入
数字治理一线城市行列。

据悉，郑州“城市大脑”项
目是在郑州市政府的顶层设
计下，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的。项目实行双甲方、双联络
员机制，13个业务委局和郑州
大数据管理局协同合作搭建
系统平台。与此同时，在政企
融合推进项目方面，2019年9
月，数字郑州科技公司和郑州
大数据发展公司相继成立，分
别负责城市大脑建设和数据
资产管理运营，职责互补，错
位发展。项目采用购买专业
云服务方式，依托本地部署的
阿里飞天云构筑了城市大脑
基础底座。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郑州
城市大脑项目的建设自2019
年8月开始启动，12月便完成
了基础平台搭建；受疫情影
响，2020年聚焦“一网通办、一
次办成”和“一网统管”建设，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其
他城市约两年的工作量。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局
长郭程明表示，在城市大脑进
行结构化分析处理后，向数字
政府提供各类应用的决策支
持，并最终赋能数字经济，实
现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进一步激发城市增长新动能，
打造更具持续竞争力的国际
化大都市。

目前，郑州市正在探索成
立数字城市运营监管中心，在
保留应急、环保、城管等部门
指挥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在各
版块上层搭建数据监管系统，
实现对各部门业务流大数据
推动由线下监管向线上监管
转变的体制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后的
运维至关重要

数字中原，风华“郑”茂。
在一幕幕数字化场景的

背后，不仅需要强大的算法
支持，更需要政企各部门的
配合与支持。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
绝不是一次性交钥匙的工
程，在建设之后，更重要的是
维护与运营。

回 望 2019 年 9 月 ，彼
时，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
由控股60%的郑州大数据发
展有限公司和控股40%的阿
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
资成立。郑州城市大脑项
目共分三期，项目估算总投
资20亿元。

对于最早在杭州提出建
设城市大脑的阿里巴巴来说，
其在行业内已经积聚了一定
资源、技术与能量。以交通场
景为例，阿里巴巴城市大脑用
数据打通复杂的交通场景，通

过摄像头观察道路车流，汇总
数据并加工，利用AI技术得出
解决方案，指挥道口红绿灯自
动调节时长。即通过数据共
享，形成智能化解决方案。

针对未来郑州智慧城市
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国家
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单志广曾在郑州城
市大脑建设成果2020发布会
上提出：“智慧城市不是生孩
子的过程，而是养孩子的过
程。”侧面表明了在建设智慧
城市之后，运营与维护的重
要性。

在单志广看来，郑州城市
大脑不仅仅是将数据集中，也
要实现本地工业的智能、高效
和协同。他表示，智慧城市需
要循序渐进、持续发展，城市
大脑要有中长期规划，可以做
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期的思
考。“因为科学的发展、信息系
统建设有一定的滞后期，正常
情况下五年以后，才是城市大
脑促进郑州发展效果最显著
的时候。因此，在建设城市大
脑的时候，不要对短期发展和
成效期望太高，同时也不要对
长远发展和未来的战略意义
估计不足。”单志广说。

紫光股份董事长兼新华
三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对于智
慧城市运维的重要性也有同
样的见解。他认为，新型智慧
城市不是建出来的，而是“长”
出来的。关于如何理解智慧
城市建设中人、城、智的关系，
于英涛表示，“人”是出发点，
是生命体的主体；切入点是

“城”，是生命体的载体；突破
点是‘智’，是生命体智力的体
现。三者相互融合，相互赋
能，共同构成可持续生长的有
机生命体。

练就城市练就城市““最强大脑最强大脑””，，郑州有啥秘籍郑州有啥秘籍

3月26日，2021世界数字产业博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现场AI养殖、智慧精准教学、智能停车管理机器人、智能巡检

轨道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云集，令参观者大开眼界。图为

5G+智慧医疗展区，参观者体验VR探视新生儿科等。

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摄

试想一下，如果城市也拥有一颗“智慧大脑”，人们的生活

将会有怎样的变化？

居民可享受停车引导、一键导航的智慧化停车服务；患者

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进入了医院的“120智慧生命通道”；政

务服务实现“掌上办”“零材料”“刷脸办”……这些功能，只是

郑州城市大脑数字化场景中的冰山一角。

2020年12月20日，郑州城市大脑宣布118个应用场景全

面上线运行。这也意味着，继经济总量迈入“万亿元俱乐部”、

常住人口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破10万元后，郑州作为全国

首个全场景数字化运营城市，再次凭借数字化能力呈现黑马

之姿。

根据《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郑州数字治理指

数排名全国第七；数字生活服务排名仅次于上海、北京、杭州，

位列全国第四。数字化场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智慧城市

将对城市治理变革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创建城市大脑之后，

如何激发数据活力？中国城市报记者对此展开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