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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1版)济宁构筑统一
的政务云体系，形成全市“一朵
云”，实现政务信息系统“应上
尽上”；构筑统一的电子政务外
网，实现市县乡三级“横到边，
纵到底”全覆盖，形成全市“一
张网”；在全省率先完成市级节
点改造，建设了市县一体化大
数据平台，实现从数据采集到
数据共享开放全流程线上处
理，形成全市数据资源“一本
账”，先后汇聚53个政府部门、
110家公共服务企业、113亿条
数据、26万路视频资源。

济宁还在全省率先建立市
县一体化的网络安全监测体系，
打造了监测预警、信息通报、应
急处置、攻防演练等覆盖数据全
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机制，确保
每一条数据来源清晰、流向合
规、使用规范，保障全市政务云
网数安全。

优质安全护航了公共数据
开放。济宁持续围绕交通出行、
卫生健康、公共信用、企业登记、
气象服务、公共服务等领域开放
一大批高质量公共数据，积极引
导企业开放社会数据，实现开放
数据由“量”到“质”的突破。今年
截至11月22日，济宁通过全市公
共数据开放网发布5913个目录，
数据量达40 . 7亿条。

点数成金
创新应用活起来

加强数据应用，释放数据价
值，已经成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的重要抓手。日前，济宁市上线
人员招聘“无证明”场景，公安部
门、大数据中心、人社等部门打
通数据壁垒，推动电子证照共

享，顺利实现人员招聘过程中相
关证照免提交。依托全市“无证
明城市”服务系统，济宁多个政
府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全面普及
电子印章、电子证照、扫码办事，
290类证照证明实现在线共享调
用，680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免
证办理。

家住汶上县汶上街道东关
社区的冯女士早上赶时间送孩
子去上舞蹈课，忘记带小区门
禁，通过扫“鲁通码”顺利进入
小区，冯女士高兴地说：“再也
不用担心忘带门禁卡或者门禁
卡消磁这些问题了。”在曲阜，

“鲁通码”应用服务有了新场
景，扫描“鲁通码”可登记购买
特殊药品，这项应用在全省属
于“尝鲜”。

今年，济宁上线市级“鲁通
码”平台，关联了1240万条电子
证照数据，多码合一、信息共
享，不同场景下二维码繁多、重
复亮码的问题得到解决。800多
个具体应用场景，门禁通行、看
病就诊、出入景区、乘坐公交、
政务服务……日常生活中许多
措手不及的困扰，可以一码搞
定了。

除此之外，济宁还深入开展
数据创新应用行动，围绕企业发
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城市管
理等打造了一批在全省具有特
色的亮点应用。

围绕惠民补贴发放，济宁建
设了惠民补贴待遇资格认证系
统，通过对10个部门34类共5亿
条数据的分析比对，实现全市
390万名惠民补贴人员无感“静
默认证”，取代现场认证、“持报
拍照”等传统认证方式，同时推
动惠民补贴政策从“静默认证”

服务到“免申即享”服务延伸，建
立惠民补贴政策库，以及特殊群
体人员库，根据政策发放标准，
自动识别补贴适用人员，实现高
龄补贴、医保免缴纳、社保补贴3
类补贴政策免申即享。在全省首
创电子病历“掌上查”应用，群众
告别“翻箱倒柜”找病历、用药处
方看不懂、拿着“一叠叠”病历单
转院复诊的历史。

围绕惠企补贴落实，济宁建
设了“惠企通”服务平台，发改、
科技、工信、人社、文旅、市场监
管等19个部门单位、150项惠企
补贴事项实现线上申领，通过大
数据精准画像，为18195家企业
提供政策“一键匹配”服务，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奖补、工业设计
中心奖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
补等50 . 6亿元奖补资金通过平
台发放至企业。

助力建设江北内河航运中
心，创新打造智慧港航“济港通”
平台，设置“云船检”“e交付”“港
货郎”“信息服务”“云监测”“济
舟港湾”等六大版块，实现船货
信息智能匹配、船舶远程视频检
验、船舶垃圾线上交付等92项业
务一网通办、全网共享。在今年
全省数字政府“创新示范应用”
评选中，“济港通”平台入选数字
政府“十佳应用”。

释放价值
数智城市靓起来

给城市装上“大脑”，将会带
来何种奇妙体验？在济宁市智慧
城市运营中心位于13楼，100多
平方米的数字大屏展示着城市
的“数字云图”，屏幕数据不断跳
动变化，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各

项数据。
这里是济宁的“城市大脑”，

是城市运行管理和指挥调度的
“总驾驶舱”。这里2019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通过系统融合共享，
构建起全市新型智慧城市中枢
体系。坐在这里，“千里眼”“顺风
耳”成为现实，城市运行态势“耳
通目达”。

这里接入了生态环境、交通
运输、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18
个领域55个业务系统，基本实现

“一屏统览、一体联动”。这里具
备数据治理、全域感知、智能分
析、云网支撑、时空信息、安全防
护、应急指挥七大能力，搭建起
城市态势、经济运行、民生服务、
生态环保、数字机关、社会治理、
应急管理、乡村振兴等八大专
题，绘就一幅“城市运行全景
图”，城市运行态势一屏可视、一
目了然。

这里平时进行常态化值班
值守，“战时”进行跨部门跨层
级综合调度，实现资源要素一
键获取、事件资讯一键下达、视
频监控一键圈阅，初步建成“上
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综合调度
体系。

作为全市数字化应用场景
集成的“城市大脑”，这里通过融
合联通各类数据资源要素，将数
字化转型深入城市肌理，为城市
发展的角角落落插上“数据翅
膀”。

比如，济宁在全省率先建设
统一的市级智慧社区管理服务
平台，对上联通“城市大脑”，实
现三维地图、视频监控、物联感
知等能力共享，为全市智慧社区
建设提供共性能力支撑，对下覆
盖全市全部386个社区、265万社

区居民、234万套房屋，将城市管
理触角延伸至市县街道社区四
级，推动社区视频监控、智慧音
柱、智慧灯柱等物联设施深度融
合，聚焦社区管理、惠民服务、基
层治理三大重点场景，打造安全
事件智能预警、养老服务网上预
订、群众诉求网上办理等20余项
高频应用，让社区便捷智慧生活

“一键抵达”。
在做好智慧社区的同时，济

宁还利用技术优势，对主城区视
频资源赋能智能算法，将出店经
营、流动摊贩、门前脏乱检测、乱
堆物料、暴露垃圾、垃圾桶满溢
等视频与算法进行融合，实现智
能分析，网格化自动提醒，努力
让城市更靓丽，生活更美好。

今年6月29日至30日，全省
新型智慧城市“推进智慧社区
全域覆盖”专题现场会在汶上
县召开，期间走进汶上街道东
关社区现场观摩智慧社区建设
情况。可见，济宁在智慧社区建
设方面给全省贡献了好做法、
好模式，为助力社区实现智慧
共享、和睦共治提供了借鉴和
参考。会议期间，济宁新型智慧
城市品牌“运河之都 慧治济
宁”正式亮相，预示着全市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正凝心聚力加速
向深向实迈进。

从“城市大脑”、智慧社区和
各类场景创新应用中，可以看出
济宁在数字化发展和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比拼“赛道”上力争“走
在前、开新局”，让全民共享数字
盛宴的探索和决心。

数字赋能下，城市将更有思
想，更有温度。相信不久的将来，
济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嗅到
智慧城市的清新气息。

全民调解

化解纠纷

本报济宁11月27日讯(通讯员
刘志远) 近期，任城区二十里

铺街道紧密结合农村“家族熟人社
会”现状，针对家庭邻里纠纷琐碎
复杂的特点，坚持依靠群众解决问
题，创新“信用+全民调解”工作法，
采取信用加分的方式，调动群众参
与调解的积极性，围绕“选合适的
人调解合适的事”，找到了一条全
民参与调解家庭邻里纠纷的有效
途径。

二十里铺街道创新“信用+全
民调解”工作法，打破专人调解矛
盾的藩篱，采取信用加分的方式，
选合适的人调解合适的事，大幅提
升了家庭邻里矛盾调解成功率。

非遗体验
来到身边

本报济宁11月27日讯(通讯员 杨

银平 曾慧) 近日，任城区文旅局、任

城区图书馆联合阜桥街道在粉莲街社

区开展“学习强国”线下非遗泥塑体验

课，让居民在实践中体验到学习的快

乐。

活动中，非遗传承人先向大家介绍

泥塑的发展和制作方法，又认真细致地

讲解制作泥塑需掌握的“一印、二捏、三

镶、四滚"等技法。随后手把手得教居民

制作——— 泥塑大熊猫。此次活动让社区

居民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织牢网格

提升治理

本报济宁11月27日讯(通讯员
杨颖颖 ) 汶上县寅寺镇不断深化

“网格化管理”工作，规范管理制度，
基本实现“将隐患排查在网格、服务
落实到网格、小事解决在网格”的综
合治理和服务模式，全面组建了基
础网格员、镇级网格员和智慧平台
三级联动工作制度。

据了解，寅寺镇共划分网格45
个、网格员120余名，群众网格诉求办
结率、满意率均达到100%，如今“小
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已经成为寅
寺镇乡村治理的共识与常态。

倾听民声

为民尽职

本报济宁11月27日讯(通
讯员 师迪娜) 为切实履行
好人大代表职责，进一步密
切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
日前，任城区金城街道人大
工委组织各联络站常态化开
展“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接待”
活动，通过“面对面”倾听选
民心声，“零距离”收集社情
民意，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身
边事、揪心事。

本报济宁11月27日讯 (通讯员 陈
香) 11月24日，济宁市卫生健康委调研
员调研苑庄卫生院医养结合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来到苑庄卫生院康复护
理院，听取了苑庄卫生院院长陈香的汇
报，详细了解了项目的建设情况、服务内
容、运营模式等，实地查看了医疗设施、
内部环境、康复设备等，并与患者进行了
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康复状况和健康
需求。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医养健康科科长、
四级调研员孙文涛对汶上县苑庄卫生院
康复护理院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随着老

龄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加，失能与半失能老
人数量不断增多，特别是患有严重基础疾
病的老人，需要依靠家人照料才能维持日
常生活。医养结合模式是解决失能、半失
能老人长期照护、治疗问题的重要途径，
希望进一步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
量，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更加舒适、温
馨的生活环境。

汶上县苑庄卫生院康复护理院是苑
庄卫生院深入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更好满足老百姓多样化医养服务需求的
惠民项目，是2023年县委县政府为民所办
十件实事之一。

苑庄卫生院

医养结合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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