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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智慧

城管建设方案的通知
秀山府办发〔2017〕3 号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由县城乡建委牵头草拟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智慧城管

建设方案》，已经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 85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智慧城管建设方案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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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渝府办发〔2016〕119 号）要求，市政管理应“紧紧围

绕城市管理主线，打造行业数据服务中心，升级数字城管系统，

构建智慧城管平台，形成城镇一体化的大城管综合协调管理机

制。为进一步提升我县市政行业管理水平，将最新科技信息化技

术应用到市政管理工作中去，努力实现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标准

化、规范化、科学化、智慧化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建设

方案。

一、智慧城管建设的意义

（一）提高决策科学性。以各个业务系统为基础，各项业务

数据为支撑，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对城市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

据，提高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

（二）提升城市安全性。以各个检测系统为基础，应急指挥

平台为支撑，提前预防和发现城市问题，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

止因城市问题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财产损失，甚至威胁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三）创新管理多样性。智慧城管能有效克服职能交叉、取

证困难等问题，将多个部门和执法主体整合起来，统一协调，提

升执法效率；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智

慧执法综合信息平台与智慧城管平台对接，提高案卷转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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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监管与考评，提升执法监管力度。

（四）增强便民服务性。以多个业务系统为基础，手机 APP

为支撑，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能力，智能停车系统、WiFi覆盖、

电动车充电桩等建设，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极大提高政府公信

力和增强民众的幸福感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

二、智慧城管建设的目标

我县“智慧城管”建设将在现有数字化城市管理基础上，通过

资源整合、手段创新、功能拓展，深化数字城管建设，建立健全

智慧城管应用体系，构建以基础服务、数据交换、GIS 共享服务、

统一 GPS 监管、统一视频监控为应用支撑，以数字城管、应急

指挥、队伍管理、网上办案、决策辅助、行业监管为主要功能的

“智慧城管”平台，进而弥补城市管理中信息盲区与管理盲点，实

现全区域的信息共享、工作互动、无缝对接，促进城市管理工作

由被动向主动、静态向动态、粗放向精细、无序向规范转变。

智慧城管建设要按照市市政委“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两个

体系、两个支撑”的思路展开，即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城市经验，

结合我县特点，着力构建全县统一的 GIS 地理空间共享平台和智

慧城管数据共享中心，逐步完善“综合管理、业务管理”两个平台

的智慧城管系统，确保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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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以智慧城管为抓手，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理顺管理体制，

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工作保障，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三、智慧城管建设的原则

（一）设计与实施分离。智慧城管建设模式：统一规划与设

计、分步实施与建设。在智慧城管项目实施时，将首先按相关标

准及规范统一规划、设计，其中包括业务需求规范、应用系统设

计、数据格式标准、软硬件产品与应用系统接口标准、测评标准

等的编制，然后依据设计技术框架，按相关系统条件成熟与否分

步实施、逐步整合系统资源，实现信息共享。

（二）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智慧城管”的建设是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业务战线长、技术要求全面等特点。

在建设中，需要在县政府及相关牵头部门和市级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根据现有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条件，首先构建统一的“智慧城

管”框架，在统一系统框架的基础上，根据业务需要采用成熟、

可靠的技术分期完成“智慧城管”各项应用系统的建设。

（三）整合资源，促进共享。“智慧城管”实施要在高度集成、

统一的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基础上，整合现有的网络资源、系统资

源和数据资源，基于云框架下的虚拟化技术应用，对原已建成的

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在项目建设中更要充分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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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建边用，以用促建。边建边用，以用促建的原则就

是要求“智慧城管”的实施必须注重系统建设的应用效果，建设一

片，应用一片，成熟一片。

（五）开放性、标准化。我县智慧城管建设必须执行统一的

业务与技术标准体系，各软硬件提供商要遵循开放性、标准化原

则，满足符合业务需求规范、数据格式标准、软硬件产品与应用

系统接口标准、测评标准的需求。

依据项目建设需求，除非有国家级专业权威机构认证的安全

专有设备，对其他不开放的软硬件产品不予应用。

四、智慧城管建设的内容

我县智慧城管建设将在现有数字化城市管理基础上，遵循

“一个数据中心、两个平台，（综合管理、业务管理）各类业务

子系统”的建设原则，实现全县的信息共享、工作互动、无缝对

接；按照服务联系群众、公开办事程序、加强市民监督、网上便

民办理的工作思路建立便民服务系统。

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一）数据共享中心建设。数据是一切应用和业务拓展的基

础。城市管理基础数据中心是实现应用集成的重要保障。通过技

术手段，实现不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数据接口和我委数字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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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业务系统数据库都能按照数据共享要求抽取、清洗、转换，

最终形成标准的城市管理基础数据，为城市管理各个业务应用系

统提供按主题划分的、经过清洗和整合的、符合数据标准的共享

业务数据，保证所有共享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基于元数据建立我县城市管理数据资源目录服务体系，根据

信息分类标准，以及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建设数据资源目录，形成

大型的、统一的县级城市管理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并提供目录

管理系统和目录访问服务系统，为今后领导决策和进行的业务拓

展开发奠定数据基础。

（二）综合管理平台建设。以现行数字城管为基础，通过升

级改造构建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全县各城市管理职能部门在信息

受理、处置和督办都通过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登记管理，并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系统设定的处理流程，从信息采集、立案受理、执

行处置和结案归档等全程网上办理的目标。同时，推动统一平台、

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评价的智慧城管系统规划和平台建设。

(三)业务管理平台建设。以各职能部门的业务需求为基础，

运用 GIS 系统、4G 网络、视频监控、GPS 定位等技术手段，建

设具有针对性的地下管网危险源气体监测、智能路灯监控、窨井

盖状态监测、停车管理等系统。通过逐步完善各专业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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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反应能力，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

（四）智慧城管决策支撑系统。以行业数据中心为基础，引

入数据分析、挖掘处理等大数据应用技术，以行业安全生产、市

政设施、城市秩序、市容市貌等为重点，加大数据指标关联分析

模型研究，逐步建立城市管理公用设施辅助规划模型、危险源安

全预警模型，效能评估模型等，构建应用智慧城管辅助决策支撑

系统，挖掘城市运行内在规律和特征，建立依托数据科学决策机

制，推进城市管理顽疾治理。

（五）应急指挥系统建设。以各个业务管理系统为基础，结

合我县海绵城市建设，建立应急指挥体系，预防和及时处理城市

突发事件，做到提前预防，统一协调，及时处理，杜绝因城市问

题造成人民生命受到威胁和财产受到损失。

（六）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目前我县对市政设施的子系统信

息化建设程度不高，需建设以下业务管理系统：

1.路灯照明监控管理系统。我县目前拥有路灯 7641 盏，控

制方式为经纬度控制器分散控制，路灯维护方式为巡查发现或市

民举报后处理，不足以适应新的管理需求，需进行信息化管理升

级，对回路及单灯进行监控以便及时掌握路灯损坏情况及时做好

更换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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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井盖状态监控系统。对各类井盖进行实时监测，以便及时

掌握井盖损坏情况，及时做好应急预警和更换维修工作。

3．下水道及化粪池危险源气体监控系统。对下水道及化粪

池中的沼气、硫化氢浓度进行实时监测，以便掌握下排管网中危

险源气体浓度情况，防止下水道与化粪池发生爆炸、中毒等事故，

及时做好应急预警和定时清掏工作。

4. 桥梁、隧道结构检测系统。对桥梁、隧道主体结构进行

实时观测，以便及时掌握桥梁病害状况，及时发现并阻止超重车

辆通过桥梁，提前做好应急预警和评估工作。

5.车辆 GPS 定位系统。实现对各责任区域内，执法、设施、

园林、环卫管理作业车、的在线监测和实时定位。

6.智慧园林系统。实现对全县园林的智慧管理，各个园林写

入区域地图，对园林的分布、服务人口、服务半径、重点保护对

象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7.视频监控系统。与我县公安局协商，共享城区主次干道以

及广场、公园等重要地段视频，实现视频实时监控管理，同时形

成城市管理图片资料，为今后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附件：1.智慧城管建设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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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城管建设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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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慧城管建设计划表
阶段 建设时间 建设内容 备注

第一期 2016年—2017年
智慧城管指挥大

厅、智慧城管综合

管理平台

第二期 2017年—2018年

离居民集聚区较近

的危险源监测、主

干道路灯控制、作

业车辆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第三期 2018年—2019年

智慧园林系统、主

干道智慧井盖建

设、智能环卫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第四期 2019年—2020年

其他危险源监测、

次干道智慧井盖建

设、次干道路灯控

制、桥梁隧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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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智慧城管建设概算表

阶段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金额

（万元）
备注

第
一
期

1 智慧城管指挥大

厅
大厅装修、电脑等 360

2 智慧城管综合管

理平台

数据中心、综合管理平台

与业务管理平台
320

第
二
期

3 危险源监测系统
每个 3.3万元计算，软件

平台建设
200

选取商圈、居民聚集地、

学校、农贸市场敏感区共

32个

4 路灯控制系统

每个回路控制器 1.2万
元、单灯控制器 0.13万元

计算，软件平台建设

500 选取主干道路灯 2000盏

5 作业车辆监控系

统

每台车 0.2万元、系统建

设
50

6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中心 50 共享公安局不涉密的部

分监控视频

第
三
期

7 智慧园林系统
智慧园林管理管理平台、

城区绿化数据采集
200

8 井盖检测系统

每个井盖标签 0.08万元，

无线中继网关 0.36万元

计算，软件平台建设

160
一期建设主干道 1000个
井盖，100个无线中继网

关

9 应急指挥系统
指挥平台建设，包括软件

和硬件
280

10 智能环卫系统
平台建设，包括软件和部

分硬件
200 重点区域垃圾箱智能化

合计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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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金额

（万元）
备注

第
四
期

1 危险源监测系统 每个 3.3万元计算 350
城区范围内

所有危险源、

路灯、井盖、

垃圾箱全部

纳入

2 路灯控制系统

每个回路控制器 1.2万
元、单灯控制器 0.13万

元计算 1000

3 井盖检测系统

每个井盖标签 0.08万
元，无线中继网关 0.36

万元计算 400

4 智能环卫系统 智能硬件建设 600

5 视频监控系统
公园、广场等重要区域视

频安装 250

6 桥梁检测系统 每座 50万计算 100

合计 2700

总计 5020


