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
我市还全力推动数字人才培养。
积极推动校企合作，遴选优质师
资和行业技术领军人才，依托 25
家试点院校和培训机构，统筹建
立教材、师资、考试和认证“四统
一”的数字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不断壮
大，523家企业、20家高校和科研
院所、3家投资机构、10家产业园
区加盟，加速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转型发展。

市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将聚焦党的二十大对
智慧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赋予“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使命任务，为建设全国数字民
生服务高地、数字治理高地、数
字产业发展高地提供有力支
撑。在未来五年，推动《郑州市
“十四五”大数据发展规划》和
《郑州市数字化转型战略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

未来五年，努力让我市大数
据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市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基本实现。城市基
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完成，数据资
源市场化配置水平显著提升，数
字经济发展体系相对健全，公共
服务数字化水平、城市数字化治
理能力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持续
跃升。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
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基本实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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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云”“一张网”加快智慧郑州建设
城市每天都在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是城市活动的轨迹，也是城市治理的密码。
3月2日，记者在郑州市智慧城市综合运行指挥中心的大屏上看到，有关全市交通出行、综合研判、城市管理、应

急指挥、生态环保等各领域的数据信息不断滚动更新，这些数据正在实时、精细地感知着城市的“心跳”和“脉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郑

州以“数”制胜，坚持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建设、迭代升级“城市大脑”，深化城市的智慧含量，城市治理现代化
再上新台阶。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帅 通讯员 赵晓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
城市功能日益强化，加强科学管理，
提高效率和水平，是实现城市管理
智慧化的重要一步，这其中的关键
就是搭建“智慧通道”。

我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首先做的就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也就是建设“一朵云”和“一
张网”。

“一朵云”就是形成“3+1+1”政
务云模式，即 3个主业务云（移动平
台、联通平台、浪潮平台）、1个异地
灾备云（电信平台）、1个超算云。设

置警务专用域、城市大脑域、视频专
用域等，并在全省率先制定《郑州市
政务云管理暂行办法》和《郑州市政
务云实施细则》，通过全市建设统一
的政务云，非涉密新建政务应用已
实现“应上尽上”，承载了 44个市级
政务部门、16个区县（市）的 216个
智慧政务类及民生服务类应用。同
时，警务云加快了警务应用的整合
和集约化部署，在全国开创了地市
级公安系统各警种业务应用全部迁
移政务云的先河。

“一张网”是由电子政务外网、

电子政务内网、办公资源网组成郑
州市政务网络。电子政务外网已覆
盖全市16个区县（市）的187个乡镇
办和 194家市级部门单位；电子政
务内网已覆盖全市 99家市直党政
部门；办公资源网已覆盖全市 16个
区县（市）和207家市直单位。

同时，加强建设“人、地、物、事、
情、组织”六要素数据库，已归集各
类数据 4.62亿条，匹配 1164万户籍
人口、112万栋建筑、522万间房屋、
45万个单位组织，实现了“人进户、
户进房、房进网格”。

全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已在潜移默化中全面融入
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是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而城市
管理事无巨细都关乎民生福祉。

郑州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数字化
转型的出发点在人民、落脚点在人
民，用数字化创新实现好、发展好数
字化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数字化服务人民水平得到新提升。

近年来，我市通过城市大脑建
设引领带动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城
市数字化水平，取得了积极成效。
面向广大市民提供政务服务、公共
服务、便民服务的“郑好办”APP，累

计上线服务事项 2499项，注册用户
超 1800万人，日活用户超 50万，掌
上办件量 560.6 万件，办结率达
99.8%。“亲清在线”发布1117条惠企
惠民政策。其中，110个政策支持线
上全流程办理，累计兑付资金59.85
亿元，惠及企业1.1万家；免申即享类
政策10个，累计兑付资金1.3亿元。

同时，以“城市大脑”项目为抓
手，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不断拓
展新场景。城市大脑一期项目奠定
了数字郑州的基础底座，二期一网
通办、智慧停车、智慧矛调等 23个
系统在区县（市）推广应用。智慧停

车方面，平台接入停车泊位43.66万
个，成为我市停车管理和停车服务
的重要手段。智慧医疗已汇聚 937
万人健康档案，实现病历互认，支持
疫苗接种预约、查询。智慧文旅推
出数字码上游，覆盖全市 71个景
区，语音导航景区 53个，实现重点
景区100%覆盖，结合互联网数据对
全市 22个 4A及以上景区进行数字
化监管。智慧环保，接入 660个监
测点数据，956家企业实现三网融
合。电梯智慧救援系统已覆盖全市
12万台电梯，实现对8000多部电梯
运行状态的实时监管。

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

为建设全国数字
民生服务高地提供支撑

中原大数据中心现场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新华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