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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监测预警、违规占道
识别预警、电动自行车充电监测、
智能识别独居老人在家的异常状
态……走进宿豫区豫新街道星海湾
小区，智慧化的服务随处可见，居民
的幸福感持续提升。这样的幸福得
益于智慧社区的建设。

按照“一网统管”工作部署要
求，宿豫区在星海湾小区打造智慧
社区试点，创新打造智慧社区信息
化平台，通过智能网格管理，实现社
区人、事、物等全要素管理，打通服
务居民“最后一米”。

近年来，我市精塑市域社会
“四大治理”、政务服务“宿迁速
办”、城市门户“宿心办”三大特色
品牌，加快构建数据驱动治理服务
新体系。

走进宿迁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指挥中心，巨大的大屏上有关全
市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应急指挥等
各领域的数据信息不断滚动更新，
这些数字正在实时、精细地感知着
城市的“心跳”和“脉搏”。

作为城市运行的“核心大脑”，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高
速运行可以说是宿迁着力加快“一
网统管”建设的生动实践。近年
来，我市高位推进“一网统管”，融
合各类数据资源、视频监控、物联
感知系统等，以数字、图表、视频、
地图撒点等形式监测城市运行状
态，基本实现一屏全息全景呈现城
市治理信息。

围绕“便民利企”，我市系统实
施“宿心办62533智数惠民工程”，以
需求为导向，以数据为驱动，深入
推进数据资源融合共享、惠民服务

流程优化再造，集中推出安居宿
迁、政民互动、健康宿迁、乐业宿
迁、创赢宿迁及惠生活等创新场景
应用，构建了泛在可及的服务体
系，累计上线服务527项大类、2200
余项小类，注册用户160余万，累计
服务企业群众近 2000 万人次。入
选 2023 年度数字政府五十佳优秀
创新案例、2023 年全国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百佳创新案例”，荣获中央
政法委第四届“四个一百”优秀公
共服务奖。

“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就查询到
了退役档案，不用往返盐都、沭阳两
地，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花费，特别开
心！”市民张先声对沭阳县政务服务
工作赞不绝口。

为持续优化“一网通办”，我市
“一件事一次办”方面，线上建立

“一件事”办理专栏，线下在市、县、
乡三级政务大厅建立“一件事”综
窗，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无差别服
务。目前，全市“一件事”办件 132
万件，办理环节平均压缩 62.8%、申
报材料平均减少 58.3%、办理时间
平均缩减 70%以上，减少跑动次数
78.6%。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政府
的数字化转型，不是针对某一项或
某几项具体业务的小修小补，而是
着眼政府职能开展的一项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举措。宿迁数字政府将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数据为民，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加快形成全龄、友
好、包容、均衡、可及的社会公共服
务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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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云 通讯员 葛凡

“以前买药需要带医保卡，现在连手机都不用带，刷个脸就能买药，真是太方便
了。”9月4日上午，在宿城区卫民药房新园菜市场店买高血压药的市民李莉感慨地说。

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是宿迁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最直接的体现。2022年起，宿迁
出台并实施《关于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两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推动政府
数字化转型为主线，充分激发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要素潜能、发展空间，推动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水平不断提升，建成了权责清晰、协调高
效的服务型政府，引领驱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高质量发展，群众乐享“数字
红利”。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能
办绝大多数县（区）、市级政务服
务事项。

人在沭阳县，也能办泗阳县辖
区的所有政务服务事项。

孩子上学报名，只需在手机端
或者电脑上操作。

……
这样便捷的生活方式得益于数

据的充分运用。聚焦数据汇聚、治
理、应用等全生命周期，我市不断完
善全环节管理，全过程做好治理，构
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覆盖全市的
数据体系。

按照“一级开发、多级使用”原
则，宿迁建设了全市统一的一体化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积极畅通省市
级联通道，申请209类国家、省级数
据服务，推动5.1万余类本地数据目
录在省级公共数据平台发布。与此
同时，整合归并数据通道，稳步推进
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省级共享通道
与市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融合。

按照数据“可用不可见”原则，
我市坚持以数据服务接口方式提供
服务，2022年以来，为全市107家部
门232个系统提供数据共享交换服
务超2.9亿次，其中利用国家和省接

口数据服务超1亿次。依托市政府
门户网站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我
市建成了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结
合数据分类分级情况，有序推进数
据开放，累计开放 2046 个数据集、
160个数据服务接口、146万条结构
化数据。今年底，随着我市“苏在
线”数据直达系统建成使用，将实现
与国家、省公共数据平台“总对总”
对接，更多垂管条线数据将直达基
层，造福于民。

数据应用场景的建设是数字政
府建设关键，我市以政务信息化项
目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等

为抓手，利用海量数据资源，围绕政
务服务、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现代
农业、市域治理等领域，接续开展大
数据创新应用征集活动，帮扶救助
平台、“大数据+审计”、普惠金融、阳
光招生等70余个典型案例入选“宿
迁市大数据创新应用案例库”。深
入参与国家和省“数据要素×”大
赛，宿迁市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
设、农民工工资“数字化”治理保障
工程、宿城区智慧农业监测调度服
务平台、宿心办 APP“智数惠民”场
景建设等获评江苏省第一批“数据
要素×”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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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荣获全国“十佳政务
云”，荣获“鼎新杯”数字化转型应用
一等奖，市政府门户网站连续多年
入选全国地市级领先网站、2021 年
至2023年连续三年获评全省先进单
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市数字
政府建设的最好注脚。

数字政府建设以来，我市紧盯
云、网、数、用、安关键要素，既立足
前端完善硬件配套，又围绕终端加
强软件支撑，协同构建政府数字化
转型的四梁八柱，不断提升基础支
撑水平。

统建“一朵云”。我市依托京东
云华东数据中心资源，以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建设全市统一的政务云
平台，率先实现与省政务云纳管对

接。从财政资金扎口，推动非涉密
系统应上尽上，累计为全市112个部
门258个系统提供云服务，上云率达
到98.85% 。

贯通“一张网”。我市持续提升
电子政务外网运行水平，积极打通
市各部门及市、县（区）业务办理系
统，推进实体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
融合发展，实现“一张网络管服
务”。目前已完成发改、科技、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等18个非涉密专网
并入政务外网，在苏北地区率先完
成市、县、乡、村四级电子政务外网
全覆盖。

规范“一系统”。我市坚持“大
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建设理念和

“网络通、数据通、应用通”工作目

标，深入推进“一部门一系统”建设
工作，并出台《宿迁市政务信息系统
分类整改实施细则（试行）》，在全省
乃至全国先行探索信息系统的制度
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

完善“组件库”。我市已经建成
全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提供统一
的实名身份认证服务。优化可信电
子证照平台，普及推广应用，年实现
共享应用超500万次以上。加强物
联感知网络建设和资源共享，融合
接入供排水、桥梁、餐饮油烟、井盖
等各类感知数据，为相关应用场景
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加强“五统一”。我市出台文
件进一步规范市级信息化项目建
设与运维，统一底座、统一平台、统

一归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推动
网络通、数据通、应用通，提高项目
投资效率，增强财政资金效益，优
化工程建设效果，全面提升市级信
息化项目和公共数据统筹集约管
理能力。

筑牢“安全墙”。我市始终把
安全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生命线，
建设市政务云安全运营中心，组建
专业安全防护团队，转变各部门分
散购买安全服务及产品的传统模
式，实行“统一标准、一次购买、集中
监管”。同时将网络安全工作纳入
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的前置审核，
对安全投入不到位、安全防护有缺
陷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坚决筑
牢数字政府的“安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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