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会关注26 2017年11月14日 本版编辑/ 王伟 美术编辑/赵燕杰

“十五朵云”飘进省城惠民生
省会大力发展建设“云上石家庄”

到2018年，全市城镇家庭普遍具备100Mbps带宽接入能力；2020年，全市信息化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实力明

显提升。日前，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石家庄市关于加快推进“大智移云”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下一步将完成“云上

石家庄”建设，落实“大智移云”建立“1+15+N”的云计算服务体系。今后，省会政务将全面实现在线化，其中教育、文化、旅

游、民政、扶贫、医疗、交通、社保、安全生产、环保、住房等十五个民生领域将实现网上普遍惠民服务。

《方案》指出，将建设统一的石家庄智慧城市云

中心，提供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数据共享交换、大

数据分析挖掘、软件支撑、应用业务和运行维护保

障等服务。到2017年，完成石家庄智慧城市云中

心建设工作，完成部分部门数据中心（机房）的迁移

整合和私有云部署。2018年，逐步开展市政府有

关部门非涉密、非垂管业务系统的迁移整合。2020

年，基本形成石家庄智慧城市云服务生态体系。

政务云：
建设统一智慧城市云中心

鼓励本地企业充分利用京津已建成的工业云

平台，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本地企业的工业信

息化水平。积极推动本地行业龙头企业与互联网

企业跨界联合，打造装备、电子、医药等行业云平

台。

鼓励云计算企业建设面向制造业的云计算资

源池，创新云计算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推动大

数据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售后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全流程各

环节的应用。

工业云：
建设大数据资源整合平台

建设人社云，实现由“人社信息化”向“信息化

人社”转变，通过升级“掌上人社”手机客户端软件，

布设集显示、读卡、摄像、打印于一体的人社公共服

务自助一体机，提供社保信息查询、人员缴费、生存

认证、信息打印、政策查询等自助服务，提升便利化

服务水平。

2017年省会将完成“掌上人社”手机客户端软

件升级。2020年前，在市级经办单位和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厅布设公共服务一体

机，形成多渠道公共服务体系。

人社云：
建设多渠道公共服务体系

为商务领域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政策咨询、在

线办理、信息发布与共享、数据收集与分析服务，实

现商务领域办事程序便捷化、网络化。

整合商务系统数据，结合肉菜追溯体系、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平台、

城市共同配送、公益农产品销售等国家试点项目，

建立高可靠性、通用性、可扩展性服务商务云数据

中心，升级电商环境支撑，积累大数据资源。

商务云：
实现商务领域网络化便捷化

完善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基础环境，推动全市

数字校园和校园智能化建设，达到千兆进校、百兆

进班的建设标准。完善市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

成涵盖市内各教育机构及学生、教师和学校信息的

基础数据库，鼓励各校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发特色

应用系统。

2017 年，完成直属学校数字校园示范性建

设。2018年，完成市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

进市内各区数字校园全覆盖，其余县（市）稳步推

进。2020年，数字校园覆盖全市所有学校。

教育云：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充分利用车辆、人口、社区、商圈、学校、航空、铁路和

医院等涉及交通出行的各类数据信息，依托大数据和云

计算等新技术，建立人、车、路、物、事等数据的横向关联

数学模型，为城市交通路网规划、公共交通线网布局、市

民出行精准服务、城市道路智能管理提供决策支撑。

《方案》同时指出，建设交通智能诱导系统，根据交通

流量实时对路口信号控制系统进行智能管理，对车辆行

进轨迹进行预判并提前干预，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建设网络预约出租车行政审批监管平台，加快公共交通

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做好“交通一卡通”在公交、地

铁等交通领域一卡通用、多渠道的自助充值服务；结合中

山路公交站台提升工程建设电子站牌，实现实时公交信

息发布、手机充电、零钱兑换、自助充值等。

2017年，完成智能交通诱导系统，在部分路段进行

验证和测试；完成网络预约出租车行政审批监管平台、

“交通一卡通”及电子站牌试点建设。

交通云：
全面建设电子公交站牌

建设集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救援

指挥和公共服务等于一体的智慧安监管理平台，提升突

发生产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方案》指出，原则上将共用智慧城市运行（应急）指

挥中心，充分共享指挥大屏、视频资源、指挥专席、会商系

统和呼叫中心等配套设施，减少重复建设。2017年，完

成指挥中心基础设施、常态运行综合监控分析系统、应急

指挥调度系统、智慧安监管理平台。

安全生产云：
建设智慧安监管理平台

加快建设节能减排监控管理平台，对全市重点企业

水、电、煤等能源消耗以及硫化物、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

等排放实施在线监控，确保能耗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

为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碳排放交易、排污权

交易提供数据支撑。

2017年，建设完成市级环保工况监控管理平台、市

级能源监控管理平台、节能减排分析挖掘平台，实现对国

省控重点企业在线监控。2018年，推进重点区域、重点

生态环境指标的实时监测，初步形成环保网格化的管理

体系。2019年，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

环保云：
形成环保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设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以物联网、大数据、遥

感等信息技术为支撑，整合产业链条各类资源，实现农业

生产信息快速采集、综合管理、监测预警、实时发布。积

极推进农业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程建设。2017年，在藁

城、正定、晋州实施农业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程，建成益

农社标准店20个、专业店50个、县级中心3个，建成乡镇

标准化区域站45个。

农业云：
建设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以追溯码为载体，实现

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追溯管理。建设药

品追溯体系，实现药品全品种、全过程完整追溯。

建设主要农业生产资料追溯体系，以乳制品、肉制

品、食用油、白酒等产品为试点，2017年建立追溯数据

采集指标、编码规则、传输格式、接口规范成重要产品追

溯管理平台。2019年，全面覆盖各类重要产品，形成全

品种、全过程完整追溯与监管链条。

食品药品安全云：
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追溯

构建石家庄“健康云”，建立分级诊疗应用信息平

台。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老年人、孕产妇、

儿童、残疾人等人群，最终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

的家庭医生。建设养老服务综合管理平台。

2017年，重点建设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分级诊疗应

用信息平台、居民健康卡平台；整合试点医疗机构的就

诊卡和居民健康卡，实现医院挂号、诊疗、结算等服务一

卡通；建设试点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平台、养老服务综合

管理平台、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平台。

2019年，全面完成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建立完善居民

全程健康档案，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

健康云：
每个家庭都将拥有家庭医生

建设智慧旅游管理和服务平台，对景区客流量、游客

行动轨迹、兴趣热点等数据进行采集、分析、预测和预警，

提升旅游公共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快速响应和及时处置

能力。提升对旅行社、景区、饭店、乡村旅游等的管理水

平和效率，实现游客服务智慧化、旅游营销精准化。

旅游云：
提升旅游公共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建设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

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精准确定贫困人口情况，多

维度识别致贫原因，根据致贫原因制订帮扶措施。2018

年，选择灵寿县作为试点地区，应用精准扶贫大数据平

台，总结经验不断完善。2019年，在试点基础上，向平山、

赞皇、行唐三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广使用。

扶贫云：
建设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建设石家庄气象服务云平台。利用智能网格气象

预报产品，开展面向农业、旅游、交通、生态环境领域的

气象服务，打造个性化、精细化、专业化气象服务产品，

为公众提供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以及精细化预报、天气

实况等气象服务产品。2017年开展精细化预报业务研

究，完善部门观测数据，开展预报预警信息服务，2018

年引进先进的数值预报模式，全面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及

公共气象服务能力。

气象服务云：
打造个性化气象服务产品

《方案》中还特别指出，将通过信息数据采集、案

（事）件流转等方式，动态掌握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

数据，与相关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关联比对，实现社会治

理和社会服务数据资源互通共享。

其中将加快建设综治“9+X”信息系统（“9”是指综

治组织及综治业务、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护线等9个模块，“X”是指根据

综治业务需求个性定制和扩展延伸的模块），实现全市综

治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将建设视频资源共享平台、综治

视联系统、综治视联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全域覆盖、全网

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通过智能门禁、电动

车身份管理等系统，对进入社区的车辆、常住人口、流动

人口采集相关信息，实现小区智能安全管理。

综治云：
全面实现小区智能安全管理

本报记者 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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