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全国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都
在火热展开，但根据建设需求的差异，实现路
径也会千差万别。从目前的转型经验出发，
罗伟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关注三大问题。

一是“智慧”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譬
如交通拥堵问题，如果只依靠技术手段而不
设法提升城市的交通承载空间，将事倍功
半，无论城市拥有多么先进的智慧停车系
统，如果停车空间匮乏也无法解决问题。

二是智慧城市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型，

也无法排名。各地需从具体的政务、企业、
民生需求出发，探索适合当地的实现路径。

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是一个自下而
上生长的过程。采用基层试点、总结经验、
横向复制的路径，最终形成立体的智慧城
市体系。

“数字化、智慧化过程没有终极目标。”
罗伟表示，“未来，智慧产业发展中心还将随
着高新区智慧场景的铺开，快速更新、不断迭
代，实现智慧城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郑州高新区是河南省第一个开
发区，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由
单纯的产业区发展为如今的科技新
城。”罗伟介绍称，“目前，河南省约1/3
的高新技术企业汇集于此，人口规模
将达到70万。”在区域经济与人口的快
速发展中，政府的管理水平也受到了更
多挑战，如何提升行政服务效率，如何
让产业稳健发展，如何打造宜居的新
城？都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智慧城市
的建设规划也因此被提上日程。

2018年，在经过多轮考察与研究
后，郑州高新区正式提出名为“智慧高
新”的建设计划，将以云平台为支撑，
以全面感知、互联互通和大数据开发
利用为核心，以组织、资金、人才为保
障，开展“1+3+N”模式的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

“1+3+N”指核心支撑“一平台”，即
支撑郑州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智慧城市云平台；城市运行“三中心”，
包括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智慧城市
运行指挥中心和超算中心；多元服务
“N应用”，将建设以智慧教育、智慧交
通为重点的惠民服务应用，建设以互
联网＋政务、智慧环保为重点的政务
应用，建设以企业服务平台、经济运行
平台为重点的产业应用。

2017年，以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为
代表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郑州高新
区，协助当地政府、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工作。譬如，郑州高新区打造的智慧城
市运营指挥中心，正在构筑“五位一体”新
型智慧城市运行指挥中心，以高新区城
市数字大脑作为高新区智慧化、数字化
建设中枢，向上建设IOC可视化平台、经
济运行系统等展示分析系统，助推区内
智慧产业升级发展。中心内设立“市民
体验厅”“城市客厅”“智慧产业厅”“运营
指挥中心”与“多功能厅”，通过指挥中心、
三维城市实景、城市数字大脑实现城市
管理的全局总览、应急指挥与指挥决策。

此外，郑州高新区还通过数字化
手段提升劳动仲裁、区内招商等职能
的处理效率。按照规划，到2019年底，
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雏形基本形成。
到 2020年，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可持
续发展模式基本形成，最终发挥“善
政、兴业、惠民”的作用。

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进程中，传统的政
府管理机制正在受到空前挑战。

第一项挑战来自数据系统的打通与
归集。“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数据资源的
80%都在政府手里。我觉得这个话不准
确，应该是信息的 80%，因为政府很多信
息是没办法数据化的。”罗伟介绍到，“另
外，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部
门的管理系统是垂直的，像烟囱，数据往
上飞。”这也是许多城市在进行数据归集
中常见的问题，一方面，众多非结构化数
据需要大量基础工作形式数据资产，另一
方面，大量已有的数据系统管理权限不在
数字化转型的执行部门，需要逐级向上协
调数据归属额外难题，“烟囱”拆不动将直
接影响大数据池的建设。

另外，智慧城市本身是一个新兴概
念，在推进过程中还需要及时更新各职能
部的执政理念、管理习惯与权责意识。譬
如，提到智慧城市，很多部门很容易率先

把视角聚焦在应用层面，只关注城市推出
了智能应用，譬如智慧交通体系、智能停
车系统、在线办公平台等。但在开发更多
智慧应用之前，政府更需要搭好智慧底
层，从提升城市的数据归集、分析、运营能
力与城市的智能技术能力开始，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

为此，郑州高新区一方面与多家高新
技术企业展开紧密合作，借助其服务企业、
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丰富经验，一同从
顶层设计与规划开始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通过长期与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沟通，服务
各地政府、机构的经验，既能以宏观的视角
理解数字化转型，也更能从微观视角深入
各地实际运行情况，协助数字化转型这一
庞大的课题落地到各地具体需求中去。

另一方面，开始将数据共享等智慧城
市的建设工作列入绩效考核。同时，高新
区还出台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
从制度上保证项目的顺利展开。

除了管理机制的调整，技术与人才问
题也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会面临的现
实难题。

当前政府的人才储备结构往往难以
应付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大量技术难
题。“高新区聚集了众多 IT企业，企业人才
我们也可以用起来。”罗伟表示。而作为企
业人才的重要来源，高新区智慧产业发展
中心与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紧密合作。“在数
据应用开发上，新华三担当起了龙头的作
用。大数据的挖掘和数据分析上，我们也
希望和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一起合作。”

目前，新华三集团、腾讯、阿里等智慧
城市运营商正凭借其丰富的数据运营能

力，帮助高新区更快地推进数据归集工作
与数据系统建设的推进，在一年内基本完
成了全区数据的打通与大数据系统的建
立，让高新区管委会得以专注于自有数据
的归集，提升数据系统建设速度。更丰富
的数据维度交叉分析，也让当地政府能够
从更加多元的视角理解本地运行情况。

另外，在大数据体系基础上，与高新区
合作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得以施展技术能
力，以大数据算法及智能技术展开数据分析
与预测，协助区内各部门快速响应、精准决
策。而在“城市数字大脑”搭建过程中，新华
三亦协助当地政府接入智能应用生态，打造
数字底座，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一步落地。

数字化建设没有终极目标，唯有不断迭代

储备技术与人才，“数字大脑”持续进化

重组机构职能，构建智慧城市所需的智慧管理体系从产业区到科技新城
智慧基因扩散生长

本报讯 路上很堵、医院很
忙、污染很多，我们的“城市病”
不轻。而理想的城市生活是什
么样子？也许是，当我们开车经
过城市拥堵区，一路绿灯畅行，
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城市里，
烦人的交通事故发生后，车子在
5分钟内被拖走，路面很快恢复
正常秩序……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
“智慧城市”开始在全国各地落
地生根。但数字化转型并非易
事，也导致不少地方的智慧城市
建设停留在概念层面，而缺少真
正的应用与落地实践。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郑州高
新区提出将全区作为智慧城市的
“实验场”，99平方公里的土地、
70万人口，将为区内各高新技术
企业践行智慧城市概念提供广阔
的空间。在这一场规模空前、自
由度空前的实验中，郑州高新区
的智慧城市建设将呈现怎样的样
貌？近日高新区智慧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罗伟为记者讲述了这座城
市数字化转型的台前幕后。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高新区智慧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罗伟

郑州高新区：70万人共搭智慧城市“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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