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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年底，初步形成纵向贯
通、横向协同、上接国家和省系
统、覆盖全市的数字政府体系。数字
技术与政府履职实现全面深度融
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和“互联网+
监管”全面推行，以大数据为支撑的
政府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服务
便捷化水平显著提高。数据共享开
放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公共数据资
源全面共享和有序开放，政务信息

系统有效整合；政务服务、执法监
管、基层治理领域的信息孤岛实现
100%打通；部门专网实现 100%整
合；“浙政钉”掌上执法、掌上基
层应用实现全覆盖；非涉密政务服
务事项实现全流程“一网通办”，
85%以上事项“掌上可办”。

到 2021 年，数据共享开放保障
机制进一步完善，“掌上办事”和“掌
上办公”基本实现政府核心业务全
覆盖，数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
度融合，数字政府有力引领数字经
济、数字社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
全省数字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政
府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当前，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
断迭代，加速人类进入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群
众的政府部门如何借助
技术手段，通过办事流
程的数字化、精简化、
标准化，实现数字化转
型？

近 日 ， 我 市 发 布
《宁波市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
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
划》， 力 图 通 过 构 建

“一网通”的基础网络
体系以及“一体化”的
大数据中心体系，强化

“一盘棋”的应用支撑
体系，建设“一站式”
的数字应用体系，在全
面贯彻落实省政府数字
化转型各项工作任务的
基础上，打造具有宁波
特色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体系，按下政府数字化
转型这一快捷键。

路灯可根据天气情况实时调整
亮度，节能又方便；垃圾桶会自动
给清运员发送短信，“喊”他们运走
即将装满的垃圾……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以及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一个万物互联时代正扑面而来。

而要实现数字化，首先得有与
之匹配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撑。按照
计划，我市将完善升级全市党政专
用通信网络、电子政务外网、电子
政务内网，对接整合各部门业务专
网，进一步优化电子政务网络体
系，加快建设覆盖全域的公共设施
物联网，构建全市通信网络“一网
通联”。

——完善政务外网。我市将建
设高可靠、数字化、云网一体的

“数字政府”智慧政务外网，优化现
有网络和互联网出口架构，升级改

造电子政务外网网络骨干。升级
改造全市电子政务专网为政务办
公业务网，推动政务办公业务网
向政务外网融合，建设桌面云虚
拟终端。部署政务外网终端安全
防护系统。

——完善政务内网。我市将统筹
建设全市政务内网网络，全面提升政
务内网整体效能。加强网络备份和容
灾系统建设，完善内网应用和信息资
源建设，加强内网管理和安全保障体
系建设，升级完善内网应用。

—— 推 进 公 共 设 施 物 联 网 建
设。我市将加快物联网整合统一，
建设一体化物联网管理平台，推进
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应用，完善物
联网基础设施并加强示范应用，为
全市各类感知设备统一接入提供基
础平台。

■构建“一网通”的基础网络体系

如果将政府数字化转型比作盖
房子，基础网络体系是地基，各类
大数据平台就是构建房屋的四梁八
柱。按照计划，我市将推进市政务
云与省政务云的融合，完善一体化
政务云平台、公共数据库平台、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时空信息云平
台、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和开放平
台，建设并构建大数据通用计算平
台、视频资源共享平台以及“City-
Go城市大脑”。

——推进市政务云与省政务云
的融合。全面推进各类政务信息系
统向市政务云平台迁移，各区县

（市） 不再新建政务云平台，已建的
逐步向市政务云平台迁移，形成全
市政务“一朵云”。

—— 建 设 大 数 据 通 用 计 算 平
台。加快建设大数据通用计算平
台，加强数据治理能力和数据服务
能力建设，提升各类应用获取数据
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数
据即服务”。

——完善公共数据库。加强各
部门内部的系统整合和数据集中，
对接联通省电子证照库、人口综合
库、法人综合库、公共信用信息
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库等
综合主题库，推进数据归集，形成
我市“公共数据大仓库”。

——完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对接浙江省“531X”信用工程建

设，完善市、县两级的一体化信用
平台，进一步扩大信用信息征集范
围，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
信息的融合运用。

——完善时空信息云平台。实
时汇集城市各种时空信息，建设具
备业务空间数据深度融合，空间应
用数据深入挖掘，主题空间数据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服务能
力的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完善 公 共 数 据 共 享 交 换
和开放平台。提升市公共数据共
享平台和数据交换平台能力，扩
大 公 共 数 据 交 换 节 点 覆 盖 范 围 ，
推进数据接口共享，提高数据共
享使用效率。完善市公共数据开
放 平 台 ， 推 进 公 共 数 据 统 一 开
放。

——构建视频资源共享平台。
推进全市视频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建立标准统一的视频资源数据库，
推进异构视频资源整合，实现视频
图像资源的共用共享。

—— 建 设 “CityGo 城 市 大
脑”。依托市大数据中心，综合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
挖掘城市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发
挥大数据的驱动作用，构建集智
能 感 知 、 智 能 分 析 、 智 能 决 策 、
智能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
中枢”平台。

■构建“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体系

在完善、构建基础网络体系以
及大数据中心体系的同时，我市将
推进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以及政府
运行等六方面的数字化应用。

——建设“精细”的数字化经
济调节体系。依托全省经济运行监
测分析数字化平台，建立全市经济
运行监测分析综合平台；建设农业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与数字经济
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完善工业经济
运行监测分析系统与商务数据库。

——建设“精准”的数字化市
场监管体系。建立全市统一执法与
市场监管综合平台，加快建设宁波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行业
市场监管系统、网络市场监管系
统、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管系统，
完善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
控系统。

——建设“便捷”的数字化公

共服务体系。建立全市政务服务一
体化综合平台，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信 息 系 统 、 城 市 信 息 服 务 统 一
APP、医疗信息服务系统、教育资
源共享服务系统、公共交通服务系
统、人力社保信息服务系统、养老信
息服务系统以及文旅信息服务系
统。

——建设“联动”的数字化社
会管理体系。建立全市基层社会综
合管理平台，完善社会管理智能系
统、公共安全管理系统、城市管理
系统。

——建设“共治”的数字化环
境保护体系。建立全市生态环境协
同监管综合平台，完善环境监测保
护系统。

——建设“协同”的数字化政
府运行体系。建立全市政务协同与
决策支持综合平台，完善政府协同
运行系统。

■建设“一站式”的数字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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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政府是一场刀刃向
内的政府治理革命，也是推动政府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
程。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数字化转型，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让百姓共享数字
化改革红利，打造最佳的营商环
境。”在 《宁波市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三年
行动计划》 出台之际，市大数据局
局长叶春华向记者详解他所理解的

“政府数字化转型”。
去年 4 月 2 日，在省政府第一

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袁家军省
长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
型，争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试点
省，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高标准
建设数字政府。宁波迅速落实袁家
军省长的要求，成立市政府数字化
转型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
通过深入开展调研、收集资料，梳
理省政府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要

求，最终形成了具有宁波特色的政
府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所谓数字化转型，就是运用
数字技术，对施政理念、方式、流
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
性、重塑性变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叶春华表示，
也是对政府履职如经济调节、公共
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环境保
护等进行系统性数字化重塑，是一
次服务型政府建设与重塑的过程。

随着这样的重塑，政府部门观
念、职能、流程将发生巨大转变，
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
的高效协同将成为常态，一个跨部
门、跨层次的公共数据平台呼之欲
出。

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初衷就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以老百姓
为中心，在政府服务中注入“用户
思维”，让群众办事如同网购一样方
便。

叶春华表示，宁波的电子政
务、政府数字化建设一直处于全省
乃至全国的前列，具有较好基础，
编制实施政府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
计划，对我市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相信以政府数字化转型撬动
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定能推动
宁波高质量发展驶入快车道。

政府数字化改革大有可为
——市大数据局局长叶春华谈政府数字化转型

权威解读权威解读

●宁波市大数据中心平台
完善一体化政务云平台，推进

市政务云与省政务云的融合，形成
全市政务“一朵云”。建设大数据通
用计算平台，提升各类应用获取数
据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数
据即服务”。完善公共数据共享交换
和开放平台，提升市公共数据共享
平台和数据交换平台能力，推进数
据接口共享。建设数据中台、应用中
台和智能中台。构建集智能感知、智
能分析、智能决策、智能应用等功能
于一体的“智能中枢”平台。

●宁波制造强市大数据平台
重点搭建“数据交互网”“产业

基础库”“决策支撑系统”，形成宁波
工信产业数据汇聚共享、有效利用
和分析展示的示范窗口，监测预测
全市工业运行，支撑政府精准施策，
提升行业管理水平。

●宁波市统一执法与市场监管
综合平台

打通市场监管资源，整合执法
手段，加强市场主体信息资源互联互
通，强化信用信息在统一执法与市场
监管中的深度应用。通过全面推广应
用“掌上执法”开展检查，不断完善检
查标准，简化流程和表单，推进执法
监管标准化。通过在全市主要执法部
门梳理出市场主体风险监测事项和
指标，建立风险动态监测、分类处置
和联动响应机制，完善风险特征规
则池，推动监测数据归集，从数据中
发现风险，以风险驱动监管。加强市
场监管风险预警分类管理试点建
设，完善风险监测指标和市场监管
模块应用优化，提升主动防范能力。

●宁波市政务服务一体化综合
平台

以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为
基础，以“统一受理”为主要建设目
标，建设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

务公开、在线互动等功能于一体，省
市县三级联动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一站
式”网上办理。依托“浙里办”APP，推进
适宜网办事项“掌上办”。推进行政权力
运行“全流程”效能监督，形成联通各部
门政务数据资源的“政务超市”。

●宁波市智慧医疗健康保障平台
制定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规

范，加强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市级医
院信息系统改造、区县（市）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改造，全面汇聚全市医
疗信息资源，深化医疗信息数据清
洗比对工作，加快数据资源接口建
设，依托市政务云，建设健康医疗大
数据平台和智慧健康云，实现全市
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

●宁波市智慧教育平台
在宁波智慧教育统一资源与数

据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学校智慧校
园、智慧课堂建设，采集、汇聚学校
教学、管理等各方面数据，经过清
洗、跨部门数据比对、整理，结合大
数据分析展现，为教育服务提供全
方位技术支撑保障。

●宁波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
合信息平台

加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便民服务等基层治理“四个平
台”的治理数据信息采集、整合、共
享、交换和分流，加强基层治理综合
信息平台功能开发，实现基层事件
自动化流转、闭环式管理，提高社会
管理数字化水平。实现网格长基层
治理 APP 与浙政钉的整合，建立统
建通用的应用平台。

●宁波市生态环境协同监管综
合平台

加强环境大数据分析系统建
设，全面建立水、气、土壤、耕地、森
林、绿地等基础数据库，建设海陆统
筹、天地一体、部门协同的水、土、
气、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整合包括
环保、住建、林业、水利、国土、农业
等各部门以及各行业生态环境多
维度数据，建设全市一体化的生态
环境协同监管综合平台，为环境管
理和污染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支
撑和资源配置。

重点平台重点平台

记者 殷聪

宁波首创的移动微法院宁波首创的移动微法院
已走出浙江已走出浙江 （（钟法钟法 摄摄））

大数据将助力制造业大数据将助力制造业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殷聪殷聪 摄摄））

公共数据库的建设是公共数据库的建设是
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殷聪殷聪 摄摄））

我市将重点打造制造强市大数据平台我市将重点打造制造强市大数据平台 （（崔引崔引 摄摄））

数字化的应用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数字化的应用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殷聪殷聪 摄摄））
55GG的加速推进将助力数字化发展的加速推进将助力数字化发展 （（殷聪殷聪 摄摄））

宁波政府数字化转型按下快捷键宁波政府数字化转型按下快捷键 （（崔引崔引 摄摄））

政府数字化转型将更好政府数字化转型将更好
地服务地服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改革改革

（（殷聪殷聪 摄摄））

我市将充分对接浙江省政府数
字化转型应用支撑体系，完善统一
的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和移动应用
汇聚平台、开发平台，支持各区县

（市）、各部门开发一站式、标准化
移动政务网上服务。

与此同时，我市将应用可信身
份认证平台和企业电子营业执照，
推动各部门自建数字证书 （CA）
认证系统互认互信；构建统一的用

户体系，实现统一用户和身份核验；
基于统一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为各
部门提供电子地图服务；采用统一公
共支付平台，为各类服务提供安全便
捷的网络支付渠道；建设数据中台、
应用中台和智能中台，为全市各类政
务数字化应用提供电子签章、工作流
管理、搜索引擎等标准化开发组件，
各区县 （市）、各部门按照统一的应
用支撑体系开展业务应用开发。

■建设“一盘棋”的应用支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