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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大数据管理有法可依
使之转化为社会财富

10月15日，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济南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

城市海量的数据汇聚起来如何管理？哪些
数据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济南市大数据
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解决这个问题，该《办
法》可谓恰逢其时。

根据《办法》，公共数据按照共享类型分为
无条件共享类、有条件共享类、不予共享类三
类。顾名思义，“无条件共享”可在济南公共数
据开放网直接获取；“有条件共享”则需要使用
方向数据提供方提交申请，至于申请通不通
过，对方会在10日内予以答复。

“这对于实现数据价值、释放数据红利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济南市社科院研究员刘新
军认为，《办法》的出台，是济南市推进大数据
开放利用的重要立法探索和实践，也为公共数
据开放提供了应用前景。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基础，也是财富。没有
数据的支撑，技术犹如空中楼阁。疫情防控期
间，山大地纬公司等3家企业仅用几天时间就
建成上线多款“疫情防控”APP，而这完全得益
于济南市大数据局汇聚的海量数据做支撑。

“《办法》将提升公共数据资源利用率，最
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数据资源的效用，使之转化
为社会财富。”济南市一家高新技术公司负责
人认为，《办法》的出台将促进大数据商用政用
民用价值实现，“为企业科研、技术开发提供了
源头保障。”

人手一个“数字保险箱”
已放入35项资产

“我的个人数据都有哪些隐私内容？”“谁
能看？安全吗？会被盗用吗？”“我自己能管理这
些数据吗？”……城市公共数据正在逐渐开放，
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数据，其如何开
放与使用，越来越受到大众关心。

《办法》为个人数据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泉城链”的开发应用则为个人数据管理提
供了技术保障。

利用区块链防篡改、防抵赖、隐私保护、可
追溯等特点，9月3日，济南市“泉城链”正式启
动，在全国首创“政府数据上链+个人链上授
权+社会链上使用+全程追溯监管”的数据共
享新模式。

“泉城链”上线启用后，每一位市民、每一
家企业都可以拥有一个“泉城链”账户和“数字
保险箱”，在“链上”将数据自行授权给第三方

使用。
“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我们要到公积金

大厅办公积金缴纳流水，再把纸质版的材料交
给窗口服务人员。如果用‘泉城链’，我们可以
直接把数据授权给银行，这些数据电脑可以立
即处理，省去了很多步骤和工夫。”济南市大数
据局工作人员介绍，在手机“泉城办”APP上的
数字保险箱里，可以查看个人的多项数据信
息，数据信息还能生成二维码，像扫码付款一
样进行授权和传递。

目前，“泉城链”已实现济南市公安、人社、
民政、医保、公积金中心和档案馆6个部门35项
数字资产向个人返还，“我们通过把数据返还
给个人，让个人在数据开放中有了获得感，同
时通过区块链加密技术，让链上的数据更可
靠、更安全，保护了个人隐私。”济南市大数据
局工作人员说。

大数据让群众办事
跑的路越来越少

大数据的汇聚、整合是实现大数据管理的
基础与前提。

“太方便了！以前办理过户，光是办理水、
电、气、暖过户过程就跑了好多趟。这次，一会
儿就办成了。”12日上午，济南市房地产交易中
心大厅内，市民李虎拿着第二套房的相关手
续，填写完材料，十多分钟就办完了房屋及水、
电、气、暖过户手续。

今年6月，济南市推出二手房不动产登记
“全链条”一网通办，贷款、限购、网签、纳税、登
记、水电气热过户一站式办理，而这背后是大
数据汇聚、整合所带来的支撑。

在济南，大数据让群众办事跑的路越来越
少，甚至替群众“跑路”。

70多岁的张大爷退休多年，现如今居住在
老家长清。往年退休人员资格认证，腿脚不便
的他总要折腾上一两天，回济南市区做资格认
证，而今年他格外省心，足不出户、不知不觉便
完成了认证。

“只要有老人的活动轨迹便可完成认证，
系统会静默认证。”上述工作人员介绍，通过整
合人社、医保、卫生健康、交通等部门数据信
息，济南市已构建起完善的社保待遇领取资格
大数据认证服务平台，“通过老人打的、出行、
购票、旅游等诸多数据，都可以实现静默认
证。”

而这一切背后得益于大数据的默默支撑。
截至目前，济南市建成全市统一大数据平

台和人口、法人单位、公共信用、空间地理、电
子证照五大基础数据库，整合数据信息6亿多
条，信息资源目录1 . 69万条。

其中，共享数据资源1万多项，开放数据
2500多万条。鉴于此，济南在全国政府数据开
放“2019开放树林指标”列全国第2位。

近日，《济南市公共
数据管理办法》出台，这
是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第
一个关于公共数据管理
的政府规章，对于济南
数据管理、释放数据红
利意义重大。据悉，自
2019年3月22日正式挂
牌成立，济南市大数据
局一直致力于大数据方
面的“管、聚、通、用”方
面，取得一系列突破。

数据汇聚、整合、管理的最终目的便是让大数据
为民所用。

“也就两三分钟时间甚至更短，快到超乎想象。”
市民张霞因求职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在“泉城
办”APP上感受到了办理业务的过程之快。

张霞所说的“无犯罪证明”，以前要带着相关证件到
公安部门办理，现在只需打开“泉城办”，在“户籍户政”
项下，提交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证明用途四项信息，马
上就可提取加盖公安部门红章的电子“无犯罪证明”。

如今，济南在全力推进“无证明城市”建设。目前
已实现个人参保缴费、房屋权属状况、职工公积金缴
存等20个市级证明事项网上开具，户籍证明、临时身
份证明、无犯罪证明等3项高频证明实现掌上办理。

不只如此，泉城办APP、政务服务大厅“一窗办理”
等15个政务信息系统上开通可信身份认证服务，上半
年提供认证服务70多万次。同时，还开通了济南市电子
印章统一服务平台，目前在车管、公积金、户籍等16项
热点领域政务事项实现自动加盖电子印章。

而这些仅仅是大数据在济南政务应用的少数案
例。“让数据多增值，让群众更满意。”全力构建“数字
政府”的同时，济南市大数据局更在积极探索海量公
共数据资源的应用新途径、新模式。

“下一步，在加快建设‘泉城大脑’的同时，我们
将继续坚持以便民利民为目标，在交通、医疗、旅游
等领域，探索开展更多数据示范应用试点，努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数据应用样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济南市大数据局局长张海灵说。

葛延伸阅读

半年提供70多万次认证服务
济南将探索更多大数据应用场景

“电子证照”让政务

办理高效、便捷。

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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