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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江苏省徐州市：：

加加““数数””转型转型，，城市城市““智智””理提质增效理提质增效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大风起兮云飞扬。插上
“数字翅膀”，江苏省徐州市正
激荡着转型腾飞的澎湃动能。

作为江苏省唯一肩负老工
业城市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
双重任务的地区，徐州市城市
转型任务艰巨。近年来，徐州
市抢抓数字时代发展新机遇，
积极探索数字化发展路径，大
力推进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
理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近期，由中国信息协会举
办的“2023年数字城市论坛”
在北京召开。论坛公布了
《2023年数字城市创新成果与
实践案例》结果，“徐州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全国众多
实践案例中脱颖而出，受到广
泛关注。

加“数”前行
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

当前，数字城市建设是加
快全面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步伐
的必然条件，也是促进数字经
济转型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徐州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实现
城市治理精细化与协同化发
展，为建设数字化徐州奠定坚
实基础。

从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
写入《徐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到2020年“数字徐州”建设项
目启动，再到2022年《徐州市
数字政府建设规划（2022—

2025年）》发布，徐州市把数字
政府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优化数据共享、打造智慧
城市。徐州市60多家部门（单
位）接入市大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形成统筹管理、有序调度的
市级数据资源共享交换体系；
公积金结算、异地就医等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淮海经济区
内“一网通办”；“徐州健康通”、
智慧停车系统、智慧教育云平
台等智慧应用相继投入运行，
自主开发“健康宝”“徐企通”等
平台，有效助力惠企便民……
徐州市近年来大力推进政府数
字化建设，数字化治理能力稳
步增强。

深化数字赋能、提升政务
服务。徐州市鼓楼区实现“全
科办、帮代办、一次办”辖区街
道全覆盖；沛县将公安、医保、
市场监督等部门44项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进驻镇街便民服务
中心；经开区在区级政务服务
事项中统一使用“e窗”平台，实
现“进一门办所有事”“一网通
办”等改革目标；邳州在行政审
批局服务专区设置“水电气”联
报联验综合服务专窗，实现“一
窗受理、一表申请、联合验收、
一并接入”……徐州市近年来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断推进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从贯穿“数字河流”推动城
市治理现代化到“一城一策”政
务服务百姓数字生活，一组组
数据联网上云，一个个业务升
级优化，众多数据资源在徐州
市“积流成渊”。

如何把积累下的海量数据
处理并运营好，让数据资源“活
起来”，让城市治理更“智慧”？
徐州市近年来大胆破题、积极
探索。

2022年5月，在徐州市委、
市政府部署下，国有独资的徐
州汉风数字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风数字公司）应运
而生，确定了以“政府主导分清
角色、市场主体打造生态”的运
作模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社会民
生等业务需求进行有机融合。
同年11月，徐州市政府授予汉
风数字公司政务数据资源运营
权，提升数据资源价值，充分发
挥数据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
作用，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大
数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在“数字徐州”纵深推进的
过程中，汉风数字公司积极整
合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共事业单
位服务资源和权威信息，通过
打通数字底座、共享办事信息
来优化、简化群众办事流程，提
高政务服务效率。

乘“云”而上
打造“数字徐州”新高地

“数字徐州”通过新型数字
设施与数字技术手段的创新应
用，全面提升城市运行各领域
的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协同能
力和创新能力。这一切背后都
有一朵“云”，为“数字徐州”建
设保驾护航。

近年来，徐州与华为在创
新发展与应用方面深度合作，
共同构建数字徐州发展底座。
华为云基于“一城一云”理念，
多年来深耕区域数字化，通过
云原生“城市一朵云”的技术架
构，实现了徐州政务云从0到
1.0再到2.0的高速发展，达到
从统一“上云”到“云上”业务的
高速转变。

2016年，徐州市政府与华
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云计
算数据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打造华为徐州淮海云计算数
据中心。华为徐州淮海云计算
数据中心目前拥有1000个标
准机柜，上云单位 99 家委办
局，交付项目330个。华为云
正加速构建徐州政务云，全面
推动徐州市数字化转型。

作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
施，徐州政务云肩负着“数字政
府算力基座”和“智慧城市核心
枢纽”的双重使命，利用云计算
集约化建设，实现资源弹性可
控、随需应变，打破传统数据中
心壁垒。

“彭城课堂”服务30多个
直属教学单位，徐州政务云通
过实时监控彭城课堂资源使用
率和安全状况，为平台提供业
务保障和安全防护服务，并为
全市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以及教
研活动保驾护航；徐州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借
助政务云7×24小时的资源调
配及安全防护专人服务，助力
12319服务热线全天候、全时
段受理群众来电，处理城管执
法、环境卫生、市政建设、道路
照明等城市管理相关问题的投
诉、咨询和建议；徐州市政务服
务管理办公室充分利用政务云
资源灵活配给的特点与云数据
库等在内的完善的产品服务能
力，逐步优化公共资源交易一
体化平台，徐州市“不见面”交
易率由34%提高到 100%，迈
入省内第一梯队……一个个政
务云多元场景的应用实践，印
证着徐州城市治理数字化水平
的不断提升。

如今，徐州华为云在徐州
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的引领下，
正以领先的数字技术塑造智慧
城市核心枢纽，打造数字政府
算力基座，不断提升徐州城市
数字治理水平，书写“数字徐
州”建设新篇章。

智慧赋能
让基层治理更有精度

城市越建越大，人口越来
越多，资源越来越多元，群众诉
求越来越多样，治理难题接踵

而至。几名社区工作者服务几
千甚至上万人的社区，如何做
到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来看
徐州市鼓楼区给出的答案。

2016 年起，鼓楼区围绕
“建设智慧社区，打造社区云治
理服务体系”实验主题，创新制
度设计，协同推进落实，条线部
门凝心聚力，社会主体多元参
与，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了
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构建了政
府、社区、企业、居民、社会组织
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
局，走出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鼓楼路径”。

走进鼓楼区社会治理现代
化综合指挥中心，中国城市报
记者注意到在面积约2500余
平方米的中心内，一面硕大的
电子屏幕上实时跳跃着各类数
据和动态画面。这里被称为鼓
楼区城市治理的“最强大脑”。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指挥中心依托“智慧鼓楼”综合
指挥平台、云视讯会商平台以
及可视化监管平台等，共接入
全区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
服务视频监控1万余路，真正
做到了区、街、社、网四级联
动。指挥中心给全区网格员都
配备了移动手机终端，后方工
作人员可以与前方网格员保持
连线沟通，及时了解调度网格
员开展相关工作。

“网上居委会，一定要快！”
前不久，“智慧鼓楼”平台网格
信息员接到米兰社区居民线上
投诉，反映小区附近一广场舞
团队跳舞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
民休息。米兰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于国英第一时间将
消息上传到社区信息平台指挥
中心，指挥中心再分类分流到
各职能部门，通过迅速联合鼓
楼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
派出所、办事处及物业，与舞蹈
团队负责人多次进行协商，广
场噪音扰民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获得居民点赞。

不仅鼓楼区在大力推进基
层智慧化治理上取得突出成效，
徐州市泉山区积极探索的智慧
网格化治理新模式也受到广泛
关注。近年来，泉山先后投入
5000余万元打造区网格化服务
管理中心和1个乡镇、15个街
道智能化信息平台，网格员利用
手机终端采集上报数据，实现事
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闭环处
置。建立1800余个居民微信
群，开展反电诈宣传、政策宣传
等活动，推行低保申请、社保缴
纳、生育登记、特困人员救助、医
疗保险报销等各类代办服务，实
现“小网格”服务“大民生”。（图
片由徐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科技城外景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